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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初版形成于1999年，2002年作者对初版做了第一次修订。
本书自出版以来，一直为高等政法院校广泛选用，并受到广大师生和法学理论界、实务界同仁的高度
评价；2002年，本书初版被教育部授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本次修订是在2002年版的基础上完成的。
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①根据近年来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动向和经济立法的发展，删除了过时的理论观
点和失效的法律文献，吸收了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和经济法的新规范；②编写体例有所改变，
主要是在各章前增加了“学习目的和要求”，在各章后增加了“思考题”和“参考书目”，以帮助读
者在开始学习各章之前能够明确需要了解、掌握和领会的主要知识点，在学习完各章之后能够巩固或
拓展各章的内容；③对表达不准确的内容做了改动，在文字方面也做了进一步润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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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昌麒，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校教师
职称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高等学校重点学科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法学会经
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重庆市社会科学
联合会副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全国优秀教师，“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主要著作有：《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个人专著）、《寻求经济法真谛之路》
（个人文集）、《经济法学》（主编，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中国农村法治发展研究》（主编）、《消费者保护法》（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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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一、经济法调整的概述（一）法律调整的一般含义“调整”一词在汉语中通
常是指对既存事物的重新调配或者安排，如调整经济结构、调整预算、调整计划等。
法律意义上的调整在我国成为法律术语，渊源于前苏联的法学著作，它的基本含义是指法律对人的行
为或社会关系进行影响。
对于调整的作用，学者又有两种不同的理解。
最普遍的看法是，法律调整是国家利用法律整顿现存的社会关系，将其纳入一定的范围。
这种主张的基点在于：法律调整并不创造和产生社会关系，它只是将社会关系通过整顿纳入一定的范
围。
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调整可以促进社会关系发生量变乃至质变。
这种主张的基点是：法律调整的主要功能在于创造，即当某种社会关系出现时，如果不通过制定法律
加以固定，则这种社会关系就不能形成。
我国法学界也往往从不同角度阐明法律调整的含义。
有的将它表述为法律对社会关系的作用；有的将它表述为法律对社会活动的作用；有的将它表述为法
律对社会主体的作用；有的把它表述成使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展开符合法律设定目标的一种机制，而这
种机制是由法律调整的内容、目标和实现所构成。
我们认为，法律上的调整，是指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
这是因为，法律所规范的主体或者行为，最终所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社会关系。
把“调整”归结为“规范”，既可以表现调整的法律属性，又可以表明对社会关系的整顿，这种整顿
既可以表现为对已经充分展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的整顿，又可以表现为对尚未充分表现出来
的不稳定的社会关系的整顿，同时还表现为对按照通常规律可能出现的社会关系进行事前的整顿。
这表明法律上的调整不仅仅是理顺现有的社会关系，而且还包括对社会关系的有条件的创制，即“超
前规范”。
法律上的调整是指主体违反了法律规定时，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什么，也就是运用法律的规定把人们
的行为或者活动纳入可操作的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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