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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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301194249

10位ISBN编号：7301194242

出版时间：2011-1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婉玲

页数：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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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经济法构建的逻辑基础、经济法价值观的考量、经济法学说及制度变迁、经济法的范畴结构
、经济法的责任体系、经济法的实施机制以及独立经济调节组织的监管职能七个方面系统地对经济法
基础理论研究的心得总结，可以作为教材和参考书，适用于经济法专业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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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婉玲，1965年8月出生，福建省惠安县人。
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
曾任华侨大学法学院经济法研究生导师组组长、经济法教研室主任。
长期从事经济法基础理论及其制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经济法责任论》、《经济法概论》(一、二、
三版)、《民国合作社法的孕育与影响》、《独立监管组织法律研究》等著作，公开发表论文三十余篇
。
2006年9月被福建省总工会、福建省教育厅、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授予“师德标兵”荣誉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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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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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经济法构建的逻辑基础
　第一节　市场调节　与市场失灵
　第二节　国家调节　与政府失灵
　第三节　法治经济理念与经济法调整
第二章　经济法价值观的考量
　第一节　社会利益的本位观
　第二节　保护弱者的公平观
　第三节　整体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
第三章　经济法学说及制度变迁
　第一节　经济法现象及部门的形成
　第二节　潮流与模块：经济法的制度变迁
　第三节　经济法学说的演进
第四章　经济法的范畴结构
　第一节　经济法是协调经济结构利益关系之法
　第二节　经济法的体系结构
　第三节　经济法的特征
第五章　经济法的责任体系
　第一节　法律责任体系的再思考
　第二节　经济法责任“定性定量归责原则”
　第三节　经济法责任的承担方式
第六章　经济法的实施机制
　第一节　政府是经济法的执法者
　第二节　经济公益诉讼机制
　第三节　经济法的社会实施：行业协会的视角
第七章　独立经济调节　组织的监管职能
　第一节　证监会的证券监管职能
　第二节　保监会的保险监管职能
　第三节　银监会的银行监管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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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分野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而逐渐明晰起来的。
微观经济涉及的是单个市场主体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表现为经济总量
关系。
无论是微观或是宏观领域，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自我调节都可能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
宏观经济中市场失灵问题是经济法作用于经济运行的主要目的。
各国调节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立法分别采用了“规制”和“调控”的不同理念与思路。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一个具体化、微观化、直接化的动作概念。
微观规制就是法律对市场上单个行业、部门的干预。
对于微观市场上某部门、某行业的经济主体及其行为，只有通过具体的制度加以规范和约束，才能克
服主体利益追求最大化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正
、开放的市场。
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立法理念，体现立法者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的理性把握，其立法目的是弥
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的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秩序，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
宏观调控是立法为促进全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而对经济总量进行的调节和控制。
在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立法理念.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而
不确定、内容抽象而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计划、财政、货币和产业等是经济法法律制度常
用的调控工具，其目的是“熨平”经济的波动和促进总供求的平衡，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同特点决定了法律手段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在微观领域，经济法主要是通过直接禁止和强制性要求规制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
在斯蒂格勒看来，规制是国家强制力的运用，规制立法在清除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毒瘤”和“赘肉”
上发挥的作用是速效的、强硬的，留给市场主体的选择余地较小。
而针对宏观经济领域，经济法主要通过间接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手段，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
的市场行为走向，从而达到实现全局经济战略、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
因此，宏观调控立法对市场主体的约束力具有柔性特征，留给市场主体的选择余地较大。
经济法在微观和宏观上对市场经济的调节，正如“西药”与“中药”对有机体的调理效果一样，发挥
着“规制”与“调控”的不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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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济法原理》是经济法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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