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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主要包括经济法概述、经济法律关系、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
法律制度、公司法律制度、破产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
断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会计和
审计法律制度、房地产法律制度、经济仲裁与经济诉讼等内容。
　  1．注重理论的同时突出实务。
每章除介绍具体的经济法律制度内容外，在章前均设置“教学案例介绍”，提出问题，导入本章要学
习的新知识；每章后设置“本章案例研讨”，引导读者对实际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案例分析加强对
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理解。
    2．注重吸收最新的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和立法成果。
在编写过程中，尽量做到既注重经济法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又注重体现最新的经济法学研究动态和
立法情况。
    3．编写体例新颖。
本教材每章由“导语”、“教学案例分析”、“主要内容”、“本章案例研讨”、“复习思考题”等
组成。
“导语”部分主要帮助读者了解本章知识。
“教学案例介绍”部分主要是为了导入本章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部分为本章的核心内容，是读者重点需要学习的内容。
“本章案例研讨”部分是针对本章内容精选的实践中的案例，运用具体知识对实际案例进行探讨和分
析，帮助读者将基本理论与具体实践问题结合起来，提高对法律的实践运用能力。
“复习思考题”部分是针对本章知识的重点提炼出来需要思考的问题，可以：帮助读者抓住重点，加
深理解相关内容。
为今后的复习提供一定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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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授权取得。
这是指某种主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而被国家审批机关授予其具备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资格。
这类主体主要是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也包括社会团体和具有特定身份的公民。
在经济法律关系中，它们与因法定取得享有主体资格的国家机关相比，是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但它
们彼此之间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
此外，它们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因国家授权的不同而不同，其活动范围和方式都有一定的限制。
　　（三）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主体的范围是由经济法调整的
对象范围决定的，由于经济法调整对象范围的广泛性，使这一主体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分为两大类，
即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活动主体。
　　1.经济管理主体。
主要是国家机关。
国家机关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经济法律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主体，它决定经济
法律关系的性质和任务，是经济法最重要的主体。
国家机关可分为国家权力机关及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但作为经济法主体的国家机关，主要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中负有经济管理职权的国家经济管理机关。
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法律地位极为重要。
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制定经济政策、采取各种经济手段，指导、管理国家各经济部门和社会组织的
经济活动。
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依照其职能的不同分为三类。
　　（1）综合性经济管理机关。
其主要任务是对国民经济的全局进行宏观控制，如财政部。
　　（2）部门性经济管理机关。
其主要任务是对国民经济特定部门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调节和服务，如国家科学技术部等。
　　（3）单项性经济管理机关。
主要任务是从某个方面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同时兼有经济职能部门的性质，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等。
　　以上三种经济管理机关，除个别部门有垂直领导系统外，一般都在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行活
动。
　　2.经济活动主体。
包括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内部机构、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以及公民个人。
　　（1）社会组织。
包括经济组织、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它们是经济法主体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其中，经济组织是指以赢利为目的，拥有独立的资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从事生产经
营的经济实体，包括法人和非法人组织。
事业单位是指由国家财政拨款或其他单位拨款，一般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文化、
教育和卫生等组织。
它们以法人资格参加经济法律关系，如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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