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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我国著名经济法学家李昌麒先生主编，连续列选教育部“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及“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是法学教材中的精品。
　　本书以“需要国家干预论”为立论基点，按照“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这个命
题来设计论证体系并将之贯穿全书。
这一点体现了本书内容上的与时俱进追求，也使本书更贴近经济法的本源精神以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实
际。
本书另一亮点是，注重运用多学科知识从多维度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属性，重视经济法形式理性与实质
理性的有机结合。
　　全书共分六编，分述经济法主体、市场秩序规制、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监管、经济法责任与司法
救济等内容，此次新版对经济法的一般理论、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税法等内容作了更新和修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学>>

作者简介

李昌麒，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性导师。
主要著作有：《经济法——国家于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个人专著）、《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
（个人专著）、《产品质量法学研究》（主编，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经济法教程》（主编，
高等法学教育通用教材）、《经济法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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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 经济法的地位和体系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否是独立法律部门的讨论历经
了五个发展阶段。
尽管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已经无可逆转，但仍然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甚至多种
观点，这都可能影响人们对经济法作为一门重要的法律学科的认识。
因而，本章从多角度出发，既立足于理论，又考虑到实际，对经济法的地位与体系进行了论证；认为
经济法的体系应当包括：市场主体法、市场秩序法、宏观经济调控法、经济监管法。
学习重点 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客观依据；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区别；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
门的互动机制；经济法的体系。
第一节 经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一、概说经济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非常年轻的法律部门，也
是我国法学领域中正在逐渐成长的一个新兴学科。
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生自发，群体互动，历经数载的艰辛探索，在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共同推动下，
现在已经是成绩斐然，举世瞩目。
然而，对于经济法的地位，在我国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论。
争论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激烈之最可能是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不曾有过的，甚至在有的时候，这种
争论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畴，要么与人们的政治倾向相联系，要么彼此之间反唇相讥，要么成了一种
门户偏见。
对于经济法的独立地位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争议，无非有三个原因：其一，在经济法学研究的内部，
由于人们的认知能力、知识水平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造成对经济法本质属性的认知存在着较大的差
异。
甚至有人戏言，有多少部经济法著述，就有多少个经济法的定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讨论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就是从更高层面上讨论经济法的地位。
因而，这种模棱两可的“内讧”现象，使那些并不研究经济法的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认为既然
研究经济法的学者都说不清经济法是什么，可见其存在是成问题的。
其二，一些从事民法和行政法研究的学者基于他们对各自学科本质的理解，期望用“大民法”和“大
行政法”的观点来否定经济法的存在，提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所呈现的社会关系，要么属于民事关系
的范畴，要么属于行政关系的范畴，即所谓非此即彼的观点，从而使经济法面对着民法学界和行政法
学界的挑战。
其三，200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机构改革中，在民事审判庭的基础上，将原有的经济审判庭、知识
产权庭和交通运输庭予以撤销，相应改建成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庭，建立起了“大民事审判格
局”，至此，历时二十余年的中国经济审判制度正式宣告终结。
对于此次撤庭改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说法，不只是“简单地对现有机构的撤并或更名，而是我国
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因此，这一举动就不能不引起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极大关注。
由于人们观察问题的角度与方法有所不同，对这一改革可能存在完全不同的认识，甚至得出经济法已
经终结的结论。
那么，经济法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经济法自引入我国法学研究领域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理论探索，目前在我国法学
界，包括过去对经济法存有疑虑甚至持反对态度的学者，对经济法的独立存在的价值已取得了许多共
识。
在2001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鹏委员长在人大常委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由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社会法等法律部门所构成，这可以说是我
国最高立法机关对经济法地位的确认。
同时，在2005年我国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作主旨发言时说，中国完
善的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法。
实际上，我国经济法的地位早已为宪法所肯定。
《宪法》在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时，提的是“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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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在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提的是“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由此足见《宪法》是把民事立法和经济立法看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的。
1993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谈到“加强法制建设”
时，也是把“加快经济立法、完善民商法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两个不同目标而
提出来的。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并不包括经济立法，经济立法也不包括民事立法和行
政立法。
应当说，经济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定无疑的，当前已经没有必要对它的
地位再进行无休止的争论。
二、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客观依据关于经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否是独立法律部门的讨论，
如果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算起，至今已二十余载了，其间经过了激烈、消沉、复苏、考验
和无可争辩五个发展阶段。
尽管经过多年的争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的地位已经无可逆转，但仍然在理论上存在着不
同的认识甚至多种观点，这都可能影响人们对经济法作为一门重要的法律学科的认识。
我们认为，在研究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时候，应当从多角度出发，既要考虑在理论上立
住脚，又要考虑在实际生活中行得通，而不能只盯着传统的划分方法不放。
（一）从“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上去考察自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提出公私法分类以来，公法与
私法的划分，成为许多国家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分类。
对于如何确立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法学家们有着不同的主张，但是，一般认为，公法主要是规定
公权关系的法，通常包括宪法、行政法、诉讼法、刑法、军事法等；私法主要是规定私权关系的法，
通常特指民商法。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法学界遵循公法和私法是资产阶级法学家为了掩盖法律的阶级性而作的划分这
样一种认识，不承认在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公、私法的划分。
但这种主张并未引起更多的共鸣。
在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区分公法与私法的主张被更多地提出，并且认为这是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
纵观法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个规律，即在“诸法合体”的体制下，不存在公法和私
法的划分，与此同时，也不存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
但当人类进入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野逐步分明，进而促进了政治国家
和市民社会二元结构体系的形成，再加上当时自由主义哲学思潮的广泛流行，社会进而要求法律贯彻
“个人本位”和“私法自治”的法律观。
在这种情况下，体现个人权利的私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私法的兴盛，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但是，当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后，又出现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融合，或者说政治
国家与市民社会的隔阂正逐步消失。
与此同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又出现了经济的宏观调控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产品质量问题、消费
者保护问题以及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问题。
这些问题冲击着以国家为本位的行政法律体系和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上述问题
的解决单靠以国家为本位的行政法律制度和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制度是难以办到的。
这是因为，民法作为私法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无序状态，它既不能防止私权的滥用，更不能遏制公
权的扩张；行政法作为公法，其依法行政的价值取向虽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防范公权对私权的无端侵
扰，但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极为广泛，其所担负的繁重任务使得它无力对公权与私权的界限作出全
面而又合理的界定，不能对私权及其行使以及私权与公权的良性互动机制作出说明与安排。
而经济发展本身又必须要求私权与公权在一个恰当的法律形式中互为作用，这种法律形式当然既不是
民法，也不是行政法，最佳的选择只能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具有公私法兼容性质的经济法。
对此，日本学者有过诸多论述。
例如，日本著名学者高田植一认为，私法主要是体现和调整自由竞争的，公法则是体现和调整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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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干预的，而经济法则是运用公法规则和私法规则来调整双方同意和自由竞争相矛盾的需要由
国家来调和的那部分经济关系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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