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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法通论》这门课程，我不记得自己讲过多少次了，但我记得每次讲课时，学生都会问有没
有好的教材，给他们推荐一两本。
对此，我总是难以回答。
　　我之所以难以回答，是因为自己作为圈内人，知道经济法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尚待完善，无
论哪本教材恐怕都难以满足学生的期许，因而不敢妄加推荐。
不过倒是使我注意到教材的重要性，促使我去思考何谓教材，并企图写一本教材。
　　一切教育都离不开教师和教材。
教师是教材之母，教材总是教师写出来的，没有教师哪有教材。
但再优秀尽职尽责的教师也替代不了教材甚至不如教材，因为教师没有三头六臂，不能时刻面对所有
学生。
与教师相比，只有教材才能与学生形影不离，朝夕相处，相濡以沫，才是真正的良师益友。
从这个角度说，教材重要于教师，教师是活的教材，不能成为活教材或者说不能写出好教材的教师也
许不能称为良师。
教材是教师的复制和扩大，是教师手脚的延伸，基于此，我认为一切教育都应从教材开始，并以教材
为重。
　　教材，是教书育人之材，是教育之本，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自然也就要以教材为本。
教材是教师教授的蓝本，是学生学习的范本，还是考试的标准，堪称教学的“圣经”。
教材的这一性质，要求教材是该学科知识的精粹，思想的概括，文化的传承，真理的化身，应得到普
遍的公认，具有经典性和权威性，教材应是书之精华，书之皇冠。
非如此，不足以为教材，教材不能滥竽充数，那样的教材，拿来教人只会害了别人。
　　教材是学生的必读书，是学生读得最多，信得最深，影响最广的书本，没有哪本书像教材那样对
人影响深远，甚至文化教育对人的影响也在于教材对学生的影响。
教材是学生的精神食粮，好的教材营养丰富，使人身心发达；坏的教材营养不良，使人身心孱弱，教
材的质量影响学生素质进而影响民族素质，影响千秋大业。
人才培养关键在于教材建设，学科是否完善、教育是否完善就看教材是否完善，教材是学科完善、教
育完善与否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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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经济法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中抽象概括出经济法的基础为自
由竞争与秩序调控，进而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市场竞争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
主要围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体系、关系和属性构建了一套经济法的基本原理、然后根据这些原理，
同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论析了由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构成的市场竞争法和由计划法、财政法
、金融法和产业政策法构成的宏观调控法这两个经济性的核心篇章。
本书理论脉络清晰，论证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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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正义是人类的目标，要实现社会正义，关键是要择出社会的最好代表。
无疑，社会上境况最差者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需要最需要迫切满足，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也就最
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需要、人类需要。
依据这种正义要求，法律应从关爱一般人过渡到关爱境况最差者，关爱最需要关爱的人。
目前“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过渡之中。
不过，看来其直接方向是，在通过现有法律秩序可能达到的限度内，努力满足最大范围的人类需要”
。
　　当代正义原则是关爱境况最差者的原则。
当代社会在紧缩、人际在密切，人与人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在这种相互影响中，境况最差者不大可
能影响别人而大都受别人影响，并且对他们的影响多是负面的，不利的，有时甚至把他们逼入绝境；
社会资源在减少，人的需求在增长，有人多占就有人少得，在这种资源争夺战中，境况最差者处于不
利地位，没有争夺能力，几乎无法问津。
幸亏，人权观念日长，要求人类一家，人人平等，共同发展。
不能把境况最差者视为社会的弃儿，把他们扔下不管，其它人应关爱他们、扶助他们、带领他们共同
发展。
为此，法律应有所发展，从过去突出个人竞争、出人头地到现在强调整体合作、共同发展。
“在本世纪，法律的传统目的正在让出自己的地位。
本世纪之初，法律的口号是机会和安全。
虽然平等已被提到宪法高度，人们将它严格解释为市场交易的机会均等。
人们强调的是保护赢利的安全，一旦需要，甚至不惜以社会利益为代价。
随着本世纪的进步，这些目的越来越受到怀疑。
20世纪下半叶，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是一个过渡时期。
我们似乎正从个人突出的理想移向彼此合作的理想。
在法律中如同在社会里竞争正变为相互依赖。
”③人们日益相互依赖，唇亡齿寒，情同手足，这规定着法律发展的趋势。
“发展中的法律正以满足人类需要作为自己的口号。
抽象的不受限制的个人至上作为价值尺度，已为人类最大限度地控制自然所代替（这个自然包括外在
的自然界和人类本身），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法律的任务被视为协调彼此冲突的人类要求或期望，以便以最少的矛盾和最小的浪费去获取文明的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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