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经济法>>

13位ISBN编号：9787308069212

10位ISBN编号：7308069214

出版时间：2009-7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刘志仁，李国旗　主编

页数：224

字数：3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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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高职高专教学要求，在收集国内外有关经济法学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作者的教学实践体
会，选择相应内容编写而成。
本教材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国内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给出的各种不同定义及其涵义，并在此基础上分章
节介绍了有限责任公司法、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法、一人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
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税法、金融法。
本教材可作高职高专教学教学用书，也可供对经济法学.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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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它是各种社会关系中
最基本的关系。
生产关系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生产关系是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和人的关系；广义的生产关系是指包括生产、分配、交
换、消费诸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体系。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所建立的诸方面的经济关系的总和。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特定的经济关系，而不是所有的经济关系，更不是经济关系以外的其他
社会关系。
财物赠与关系、财产继承关系等虽然也是经济关系，但并不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人身关系、
经济法律关系等不是经济关系，所以更谈不上说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对于经济法律关系是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们通常会说民法的调整对象是民事法律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行政法的调
整对象是行政法律关系（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以及监督行政关系、国际
经济法调整的是国际经济法律关系，所以很容易说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经济法律关系。
其实不然。
法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法律关系不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
法律关系是法的调整对象被法调整后所产生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法的主要功能就在于以国家强制力作保证，调整社会关系并赋予社会关系主体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如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关系被民法调整后所产生的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关系被行政法调整后
则产生行政法律关系，劳动关系被劳动法调整后则产生劳动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的发生以法的存在为前提，是先有法后有法律关系，如果承认法律关系也是法的调整对象，
那就等于是说先有法律关系后有法律，这样就犯了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因此，经济法律关系不是经济法
的调整对象。
此外，还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与经济法律关系并不属于同一范畴：经济
法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是通过物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经济法
律关系则是通过意识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思想意志关系，是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属
于上层建筑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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