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原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济法原理>>

13位ISBN编号：9787030253057

10位ISBN编号：7030253051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郭凯峰，王利军，冯志强　编著

页数：38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原理>>

前言

　　经济法学就世界范围内而言，属于法学领域内新兴的部门法学之一。
自20世纪初期在德国发轫以来，经济法学的发展历史尚不足百年。
然而，经济法部门的创设与经济法学的勃兴，均属于20世纪世界法律部门的演化历程与法学文明发达
史中的重要事件与重大成就。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法学，因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契机与富国裕民的理想追
求，在短短不足三十余年的时间内，便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蓬勃的发展与空前的繁荣。
在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家工作重点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乘着推行国有企业“利改税”、
“厂长负责制”、“企业破产制度”、“转换经济机制”等经济体制改革的东风，在因受时代局限而
致的诸多部门法学因循固步、藩篱重重的背景下，新生的中国经济法学呈现出“满园春色关不住，一
枝红杏出墙来”的繁荣景象，成为当时法学领域里的纵横睥睨的“显学”。
步人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作用”的现代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历程，国家进一步加强了经济立法与健全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出现了1993年
、1995年、1999年三个“经济立法年”。
与此相适应。
我国的经济法学又出现了“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红火局面。
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入世”后频频的经济法的制定与修律活动，在科学发展观、经济可持续发
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等诸多理念、原则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法学在与时俱进、紧
跟时代的步伐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并形成了“国家需要干预说”、“经济协调说”、“宏观调控
说”等几多较有影响的经济法学理论学派，可谓“百般红紫斗芳菲”。
异彩纷呈。
　　时光弹指过，斗转星移几度秋。
与我国经济法学的发展进程相适应，河北经贸大学的经济法学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也经历
了三个时期与阶段。
在20世纪80年代伊始，作为河北经贸大学主要前身之一的原河北财经学院在商业经济、工商行政管理
、财政税收等经济、管理类专业中普遍开设了专业公共课“经济法概论”，建立起了“老中青”三代
结合的从事经济法学教学与研究的团队。
经过一番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般的拓荒、耕耘、播种，河北经贸大学的经济法学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
得到了很大提升。
在20世纪90年代，河北经贸大学的“经济法学”成为渐次设立的经济法专业、商法专业、国际经济法
专业，以及后来合并后的法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主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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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深入地研究、阐释了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与具体经济法律制度，它由经济法基本原理、市
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经济调控法与经济持续发展法等五编内容组成，具体涵盖了企业法、经济竞
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财政税收法、金融法、循环经济法、清洁生产法、
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我国经济法体系中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法律制度。
本书的写作思路力球体现出原理、规则、实践的有机结合，力图追求基础性与前沿性、通说性与创新
性、传统性与新颖性、规范性与文采性的统一。
在尽力阐释通说的基础上，也科学借鉴与合理吸收了有关经济法学学术前沿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既适合法律、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使用，也适合司法机关、经济职能机关、企业管理与咨
询行业的人士选作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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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经济法基本原理　　第一章　经济法的产生、沿革、兴起和演化　　唯物史观认为，无
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领域，任何现象与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与消灭的历程与轨迹。
从我们身居其中的广袤浩瀚的宇宙的周而复始的漫长演变轮回，到我们身处其内的社会的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的存亡嬗变，无不验证着唯物史观的这一真谛。
毫无例外，作为人类文明社会的法律现象之一且客观存在的经济法，自然也有其产生的过程与演化的
轨迹。
伟大思想家列宁曾经这样说过：“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须、最主要的就是不要
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
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
”德国著名学者恩斯特·卡西尔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关于过去的意识当然不应该削弱我们的行动
能力。
如果以正确的方法加以使用的话，它会使我们更从容地审视现在，并加强我们对未来的责任心。
人如果不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和他过去的局限，他就不可能塑造未来的形式！
”而我们在这里考察、研析经济法产生、兴起、沿革和演化的历程与规律，其重大理论意义也正在于
此一一反思历史、审视现在、面向未来。
　　第一节　经济法的产生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对于自然现象与社会事物的起源与产生的问题，我们总是抱以极其特殊的兴趣，这是作为地球高等
智慧物种的人类独有的喜欢追根溯源的天性使然。
在新兴的经济法学的基础理论中，关于“经济法”产生于何时的问题，就是一个为中外经济法学者所
关注、思索、研讨的具有浓厚学术旨趣的话题。
同时，这也是一个令很多初学经济法学的莘莘学子倍感困惑的问题。
因为在经济法产生于何时这一最基本的学术问题上，中外经济法学者“见仁见智”，提出了许多的观
点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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