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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法概论（第三版）》以现行的经济立法为依据，在经济法理论、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
济协作和经济纠纷解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而简明的阐述，突出经济立法的应用性和可操作性，具
有内容新颖、实用、针对性强等特点。
　　《经济法概论（第三版）》可供大专院校有关专业作为教材，也可供从事科研、司法和经济管理
等方面工作的同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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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经济法的立法和具体适用中所应当遵
循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则和准则。
它能适应经济关系纷繁复杂、日新月异的发展特点，对经济立法、经济守法、经济司法都具有指导或
规制作用，是经济法精神和价值的反映，是经济法宗旨和本质的具体体现。
一、国家干预适度原则国家干预适度原则是体现经济法突出特征的原则，它包括干预、参与、管理、
协调等。
经济法是为了维护和保障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并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国家调控经济的
法律形式。
在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而明确赋予国家调控经济之权成为社会
生活的客观需要。
然而，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用什么手段以及遵循什么原则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则是其中至关重
要的问题。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经济生活的消极保护，放任了垄断现象的产生和经济危机的加深。
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作为干预者和调控者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往往又容易导致对经济自
由的限制。
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生活统得过多、管得过死，抑制了个体自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国家不能像过去那样对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
也要求国家不能放弃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过程中，都在努力寻求
一种适度的干预，这种适度的干预一方面要维护经济自由，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经济民主。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依据，应当使国家干预经济的范围以及手段都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通过
法律来控制和规范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同时，这种干预以及法律规定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能够保障经济民主与自由，促进社会整体利益
的实现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国家既要接受市场规律的“干预”，也要接受市场主体的合理的监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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