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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教程》

前言

　　这是一部主要出自于四川大学法学院教师之手的高等学校法学教学丛书。　　四川大学法学院始
创于1905年，其法学教育曾经辉煌过。刑法学的谢盛堂、赵念非、伍柳村教授，民商法学的裘千昌、
朱昌祯、胡长清教授，宪法学的胡恭先教授，国际法学的刘斯传教授，诉讼法学的龙守荣教授，法院
组织法的杨兰荪教授等，在法学界极负盛名。四川大学法学院培养的学生如王怀安（曾任最高人民法
院副院长）、胡绩伟（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孙孝实（曾任西南政法学院教务长）、王叔文（曾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刘清波（曾任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主任）等，均在我国法学教育
研究和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成就。后来，法学教育因种种原因中断多年。1984年，四川大学重招法
学本科生，再招刑法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1996年）、民商法学硕士研究
生（1998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000年）、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2001年），至此，法学
教育层次结构基本形成并在继续发展。其间，法学院的教师们精韧不怠、默默耕耘、求实创新、日积
月累，有了自己的教学心得和体会。现在通过书籍的方式，将其再现。如果此种方式能够在中国走向
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为法学教育事业奉献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努力，甚幸。这套高等学校法学教学丛书，
以教材为主、教学参考资料为辅。就教材而言，我们力求在反映法学教育基本教学内容和规格的基础
上，充分反映法学发展的新信息和成果，以体系合理、概念准确、内容精练、资料新颖、务实创新为
努力方向；就教学参考资料来说，我们力求给学生提供典型和具有探究价值的事例或案例，严谨精彩
的判词和法律文书，观点新颖并有指导意义的论文和专著。　　我们认为这样的努力是有意义的，我
们将为此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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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教程》

内容概要

《经济法教程》具有五个特点：第一，资料新颖。这主要表现为《经济法教程》借鉴了国内最新的经
济法学研究成果、反映了最新立法以及司法解释文件；第二，内容简明。《经济法教程》力求概念明
确、要点突出、界限明晰、用语简练、适于学习。第三，注重原理。经济法涉及具体法律规则较多，
我们力求探究规则形成的原因和一般原理，以便于理解和掌握。第四，理论探索。无论在体系结构、
篇章布局，还是在基本观点、理论阐释，《经济法教程》都进行了一些探索。第五，便于学习。在每
一编，有导言对本编加以概述；在每一章之前，有学习提示给以指引；在每一章之后，设计了学习总
结和拓展，便于复习、思考和进一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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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教程》

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经济法基础理论导言第一章 经济法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经济法的产生一、关于经济法产生的两
种观点二、空想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三、经济法从空想到现实的转变第二节 经济法的发展一、外国经
济法的发展二、我国经济法的发展第二章 经济法的概念和意义第一节 经济法的存在基础一、理解经
济法的两种角度二、社会利益是经济法的存在基础第二节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一、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
的主要学术观点二、经济法调整社会性经济关系第三节 经济法的属性和特征一、经济法的属性二、经
济法的特征第四节 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宗旨一、经济法的价值取向二、经济法的宗旨第五节 经济法
的初步定义一、经济法的初步定义二、经济法的意义第三章 经济法的原则和体系第一节 经济法的基
本原则一、保障社会利益原则二、维护正当竞争原则三、规范适度调控原则第二节 经济法的调整方法
一、行为模式与法律规范类型二、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第三节 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一、法律部门划
分的一般理论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三、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五、民法
、商法、经济法、行政法之间的内在联系第四节 我国经济法的体系一、经济法体系的含义二、经济法
法律体系的结构第四章 政府与市场关系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概述一、政府与市场的界定二、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第二节 市场准入与市场开放一、市场准入二、市场开放第五章 企业的社会责任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和特点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内容三、企业社会责任观
的演进第二节 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一、国外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第二编 市场
规制法律制度导言第六章 竞争法律制度第一节 竞争和竞争法概述一、竞争和竞争法的概念二、竞争
法的产生和发展三、竞争法的立法模式和体系四、竞争法的地位和作用第二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及特征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范围三、我国法律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四、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第三节 反垄断法一、垄断的法律概念与特征二、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与调整
方法三、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与适用范围四、相关市场界定五、我国法律规定的垄断行为六、对
垄断行为的查处七、垄断行为的法律责任第七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第一节 消费者与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概述一、消费者的概念和特征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概念和特征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
历史沿革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基本原则第二节 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一、消费者权利和经营
者义务的概念二、消费者的权利三、经营者的义务第三节 消费者权益的国家保护和社会保护一、消费
者权益的国家保护二、消费者权益的社会保护第四节 消费者权益争议解决和法律责任一、争议解决方
式和承担责任原则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法律责任第八章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第一节 产品质量
与产品质量法概述一、产品与产品质量的概念二、产品质量法的概念三、产品质量立法概况第二节 产
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一、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制二、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第三节 产品质量义务一、
生产者的产品质量义务二、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第四节 产品责任一、产品责任的定义和构成要件二
、产品责任的形式和范围三、诉讼时效和请求权期间第五节 产品质量责任一、产品质量责任的概念二
、产品质量责任的方式第九章 价格、广告法律制度第一节 价格法一、价格与价格法概述二、经营者
的价格行为三、政府的价格行为四、价格总水平调控五、价格监督检查六、违反价格法的法律责任第
二节 广告法一、广告与广告法概述二、广告准则三、广告活动四、广告审查五、违反广告法的法律责
任第十章 会计、审计法律制度第一节 会计法一、会计与会计法概述二、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三、会
计核算与会计监督四、违反会计法的法律责任第二节 审计法一、审计与审计法概述二、审计体系和审
计人员三、审计机关职责与审计程序四、违反审计法的法律责任第三编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导言第十一
章 财政法律制度第一节 财政与财政法概述一、财政的一般原理二、财政法概述⋯⋯第十二章 税收法
律制度第十三章 金融法律制度第十四章 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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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教程》

章节摘录

　　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经济法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
范微观市场竞争秩序和宏观经济调控秩序的法律规范的集合，经济法学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　　经济法基础理论不仅要研究经济法的发展演变、存在基础、调整对象、主要特征、价值取向、
基本原则、调整方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还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
。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探求、评价、改进经济法的作用机理。　　经济法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
经济社会化阶段的产物，具有其客观基础。然而，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又是人为设计而存在的
，无疑会有主观认识的特点。因此，经济社会化程度的差异以及制度设计者主观认识的特点会使得经
济法在不同国家表现出个性。不过，社会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决定了经济法在发展过程中
应该更趋向于共性的增加。经济法基础理论需要对经济法发展过程中的个性特征与共性趋势进行解释
和描述，从而有助于我们在学习经济法的过程中不光看到相关法律规范，还能够理解支撑这些法律规
范的法理并认识与相关的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准确理解和适用这些法律规范并可以对这些
法律规范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评论和研究。　　经济法基础理论与经济法基本制度之间的关系，是
观念、认识的确立对法律理解、适用的指导关系，而不是基本概念体系的构建和这些概念运用的逻辑
演绎关系。因此，经济法基础理论的提炼、表述并非既定不变，而是需要跟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更新。
当然，经济法基础理论对经济法的解释力和指导力不仅在于理论的创新，还在于基础理论的成熟与稳
定。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之基础理论，目前尚处于探索之中。这是我们在经济法学习中需要注意
的。　　之所以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部分，是因为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
下，无论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规制还是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都涉及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界限设定、
效果判断乃至相互关系的消长。只有理性地认识了市场机制的有效和失灵，政府作用的特点和局限，
才能更好理解市场规制法律制度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之所以将企业的社会责任也作为经济法基
础理论的一个部分，是因为企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市场主体，而现代社会中的企业不仅仅是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还是需要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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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李平。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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