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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快速推
进，随着我国复关人世条款的逐步兑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完善法
律法规、优化内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加强法制观念、依法经营，对于树立企业形象、提升企业竞争力、有效进行自我保护具有积极的现实
意义。
　　本教材自2005年出版以来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已经重印了5次，2007年被北京市教委评为精品教
材。
按照国家“增强法律意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要求，根据高职高专教学改革的实际需要，作者审
慎地对该教材进行了相应修改，以使其更贴近经济生活，更符合社会发展，更好地为教学实践服务。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步与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和行政法
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等有关经济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
施，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体系已基本建成。
为了适应经济法体系建设发展的形势，满足广大师生和读者的需要，我们对本教材的内容和形式进行
了精心的修改、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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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高职高专法律法规课程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特点，以及在高职高专大部分专业中仅开设一门法
律课程的实际情况，采取了系统化、集成化、通俗化写法。
主要内容包括：经济法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经济仲裁与经济审判法律制度，企业法律制度，公司
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市场运行法律制度，工业产权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及对外贸易法律制
度等。
本书知识宽泛、理论适中、贴近实际、操作性强，力争课堂教学与实际应用紧密结合，使学员真正学
有所获。
    本书具有通用性，既适用于高职高专与大中专院校经济类、管理类等专业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也
适用于企事业单位员工普及法律知识的培训，对于广大社会读者也是一本有益的读物。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实用经济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济法导论　第一节　法的基础知识　第二节　经济法概述第二章  经济仲裁与诉讼法律制
度　第一节　经济仲裁　第二节　经济诉讼第三章  企业法律制度　第一节　企业法律制度概述　第
二节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律制度　第三节　个人独资企业法　第四节　合伙企业法　第五节　外
商投资企业法第四章　公司法律制度　第一节　公司法概述　第二节　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股份
有限公司　第四节　公司债券　第五节　公司的财务会计　第六节　公司的合并、分立、增资、减资
、解散和清算第五章　合同法律制度　第一节　合同与合同法概述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第三节　
合同的效力　第四节　合同的履行　第五节　合同的担保　第六节　合同的变更、转让和终止　第七
节　违约责任第六章  市场运行法律制度　第一节　产品质量法　第二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三
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章  工业产权法律制度　第一节  工业产权法律制度概述　第二节　专利法　
第三节　商标法第八章　金融法律制度　第一节　票据法　第二节　证券法　第三节　保险法第九章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第一节　对外贸易法概述　第二节　对外贸易法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公平贸
易法律制度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附录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实用经济法>>

章节摘录

　　一、法的起源和发展法不是从来就有的，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发展的产物。
法的产生与发展同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法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
产生，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
　　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前，处于原始公社制度下，由于当时的生产工具极其简陋，生产力水平十
分低下，任何单独的个人根本不可能生存。
人们为了生存和获得生活资料，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靠集体的力量从事生产劳动。
此时，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劳动产品也由全体劳动成员平均分配。
由此可见，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互适应的。
正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劳动产品也就异常匮乏，仅能维持人类生存最起码的需要，没有剩
余产品，也就没有人们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此时没有私有制和阶级的划分，所以也就没有作为统治所
需要的法。
　　原始社会没有国家没有法，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和行为规则。
在原始社会里，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类社会最初的组织形式。
血缘关系的纽带把氏族成员牢固地联结在一起，大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氏族成员是乎等的。
　　在这种原始的平等互助关系下，人们在共同的生产劳动中逐步形成了氏族的习惯，而这些习惯也
就成为了全体氏族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规则。
这些由习惯构成的行为规则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生活中逐步地、自发地形成并世代相传的，这
些习惯内容广泛，调整着氏族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维护着原始氏族社会的社会秩序。
人类社会最初的法就是从这些氏族社会的习惯规则脱胎而来的。
虽然，氏族的习惯规范与法之间在实施的保证、规范内容、调整范围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的不同和区别
，但起着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此时的氏族规范的实施主要靠人们心中的信念、氏族首领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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