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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考研辅导与习题精解：经济法学考研辅导与习题精解》为法学专业经典教材
的配套辅导资料，基本框架分为辅导提要和习题精解两大部分：辅导提要部分按照配套的经典教材的
章节顺序讲解知识点，分析其重点、难点和考点；习题精解部分大致按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名
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题型进行详细讲解，同时又吸取了近年来各高校的考研真题
和司法考试的真题等，基本涵盖了所有知识点。
这种编写方式，题量适中、涵盖面广、重点突出、考点明确，节省了广大考生梳理教材的大量宝贵时
间和精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考研辅导与习题精解：经济法学考研辅导与习题精解》不仅适用于研究生入
学考试、本科生自测，也适用于参加司法考试的广大考生，还可以为高校教师讲授教材、编写考题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是一本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的辅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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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市场监管与市场监管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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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经济法学习题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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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 市场主体是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
人和组织体。
市场经济以市场主体为基本要素。
 1.市场主体的部门法属性 市场主体，既是一种民法主体，也是一种经济法主体。
民法所确认的市场主体资格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经济法所确认的市场主体资格具有特殊性和有限性
。
经济法中的市场主体制度，是实施不同市场主体差别待遇的制度。
差别的性质、内容和程度均以市场经济的需要及国家对其施以干预的力度而定。
 2.市场主体的资格 市场主体资格有一般市场主体资格和特殊市场主体资格之区分。
前者是指从事各种市场活动都必须具备的资格，适用于民法中民事主体制度。
后者，即进入特定市场，从事特定项目、行业、地域、场所等的交易和竞争的资格，它所适用的主体
范围不具有普遍性，换言之，它是对社会实体之市场准人资格的限制。
 实践中，特殊市场主体资格之产生，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地域限制。
即市场主体能够在特定地域从事经济活动的资格。
（2）经济领域限制。
各国都存在一些只由某些市场主体从事经济活动，其他市场主体无权进入的领域，我国也不例外。
例如，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建筑市场等特殊市场的经营者，都必须具备各自特殊的条件。
（3）主体职能限制。
以各市场主体职能为标准，市场主体可分为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和消费者，除了具备民事权利能
力和行为能力外，各自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特殊资格。
（4）所有制性质限制。
如法律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的界定和社会责任的安排，有不同于非国有企业的特殊要求。
（5）资本来源国限制。
如法律对外资市场主体的经营范围和优惠待遇的规定，有别于内资市场主体。
（6）法律制裁限制。
如《会计法》规定，严重违反会计法规和财经纪律的会计人员被撤职后不得再担任会计工作；《律师
法》规定，受过刑事处罚（过失犯罪除外）、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不能取得律师
资格。
此外，市场主体还可因其所处行业、所拥有特殊生产要素、所处竞争状态等因素，有其特殊资格。
可以说，特殊市场主体资格即是法律在市场主体一般资格的基础上加以扩张或限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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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考研辅导与习题精解:经济法学考研辅导与习题精解》不仅适用于研究生入学考试
、本科生自测，也适用于参加司法考试的广大考生，还可以为高校教师讲授教材、编写考题提供有价
值的参考，是一本实用性、针对性较强的辅导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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