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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孟凡麟、闫宝龙主编的《新编经济法教程(第2版)》重点选取了一些财经类、工商管理类专业经常用到
的法律重点介绍，而不拘泥于传统经济法学的体系要求，着重于专业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书力求将最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加以系统化、条理化，并加以适当的理论阐释，既准确全面
又通俗易懂。
在内容安排上充分考虑了非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律的困难和特点。
为配合本教材的使用，我们编写了内容提要，并在每一章的最后都设计了复习题，这些复习题有些是
经过精心设计的，有些是从近年的注册会计师考试、司法考试和其他各种资格考试的试题中精心挑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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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权力干预适度原则寻求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的适度，是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这项原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家权力应当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不能没有；二是干预应当适度
，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
干预无非有三种情况：一是过多干预，通常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状况比较恶劣的时候容易出现；二是过
少干预，通常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状况比较良好的时候容易出现；三是适度干预。
而权力的干预适度，是比较难以把握的。
国家应当在多大程度上，用什么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许多国家都是从干预过多或过少的历史中走过来的，有很多的教训。
我国的总体情况是走过了过多干预的历程，而且趋势仍然是存在过多干预的痕迹，因此注意的重点应
当放在克服过多干预方面。
干预的适度应包括干预范围的适度和干预手段的适度。
首先，在制定有关调控和管理经济的法律规范时，国家要科学地界定干预的范围和干预的手段。
其次，在具体实施调控和监督管理时，国家机关要注意把握权力干预的程度，避免权力的滥用和不当
行使，给经济活动带来负面的影响。
（二）社会本位原则不同的法律部门，其本位也不相同。
概括来讲，法律的本位有三种：①“国家本位”，强调保护国家利益，将此作为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
出发点。
行政法便是这一本位思想的典型代表。
②“个体本位”，强调保护个体的利益，强调个体利益的最大化。
民法便是“个体本位”的典型代表。
③“社会本位”，强调社会公共利益至上，任何利益都必须服从社会公共利益。
经济法的本位应当是社会本位，即社会公共利益至上。
关于社会公共利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认识。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公共利益是指广大公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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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编经济法教程>>

编辑推荐

《新编经济法教程(第2版)》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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