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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法学科是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经济法教程》是我校本学科20多年教学
研究的结晶，也是对我国经济法学教材编撰工作的重要贡献。
　　本书以学科带头人李晓安教授为主编，在广泛征求法学界诸多学者所提建议的基础上，汇集了本
学科多位优秀教师参加编写，其中，既有教学实践经验丰富的教授、副教授，也有勇于理论创新的法
学博士、博士后。
本书以博采众长、自成一家的思想为指导，凸显三大特色与优势：　　首先，吸收了国内外经济法学
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内容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
本书对经济法的概念与特征、价值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等基础理论问题的阐释均有新意。
　　其次，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互补。
本书附有经典案例，改变了传统经济法学教材编写过于概念化之诟病，在传授基本理论的同时，兼顾
了司法实务的需要。
　　最后，在强调体系性、学术性的同时不失易懂性与通俗性。
全书文笔流畅、简练、准确，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本书篇幅恰当，可适用于各类法学、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与研究生教学，对MBA，MPA，LLM及
从事司法实践工作的人员亦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撰稿分工如下（依姓氏笔画为序）：李晓安教授负责撰写绪论；王显勇博士负责编写第一
编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编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王德山副教授负责编写第二编第九章；李长城副教
授负责编写第三编第十五章；刘润仙副教授负责编写第二编第五章、第八章，第五编第二十三章、第
二十四章；张兴博士负责编写第三编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张世君博士负责编写第一编第三章、第四
章，第四编第十九章；宋成斌老师负责编写第三编第十六章，第四编第十八章、第二十二章；周平老
师负责编写第五编第二十五章、第二十六章；周序中副教授负责编写第四编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
谢海霞副教授负责编写第三编第十七章；焦志勇教授负责编写第二编第十章；翟业虎老师负责编写第
二编第六章、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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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法教程》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法重点学科建设的成果之一。
2006年第一版发行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经济法教程》以博采众长、自成一家的思想为指导，凸显三大特色与优势：
首先，吸收了国内外经济法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内容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
本书对经济法的概念与特征、价值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等基础理论问题的阐释均有新意。

其次，突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随着社会重大变革的发生及时修订教材，并附有经典案例，改变了传统经济法学教材编写过于概念化
之诟病，正传授基本理论的同时，兼顾了司法实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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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编　经济法总证
　第一章 经济法的产生、调整对象及体系
　　第一节 经济法的产生及其原因
　　第二节 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及体系
　第二章 经济法的本质与地位
　　第一节 经济法的本质
　　第二节 经济法的地位
　第三章 经济法的价值与原则
　　第一节　法的价值概述
　　第二节 经济法的价值
　　第三节 经济法原则概述
　　第四节 经济法的原则
　第四章 经济法律关系
　　第一节 经济法律关系概述
　　第二节 经济法律关系的运行
　　第三节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第四节 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二编　企业规制法律制度
第三编　市场规制法律制度
第四编　宏观调控法律制度
第五编　与经济有关的其他法律制度
案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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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作为法的价值目标是法律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
人类的生存本能决定了法律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追求经济效益。
在人类社会已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后，法律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努力增加经济总
量。
在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立法积极追求经济效益，并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
民商法的经济学基础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该理论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完美的。
在这种市场中，每个人都是理性人，可以自由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从而使社会的总效益达到最佳状
态；而政府不要干预市场，其职能限于“守夜人”的角色。
但实际上，这种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不存在的，市场机制也不是万能的，它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
如垄断、经济波动、收入分配不公等等。
民商法所体现的价值观是单纯的经济效益观，对社会利益保护的缺失，也就导致了我们所熟知的各种
弊端。
　　因此，在那些因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突出私人权利的保护而导致市场失灵，损害社会效益的领域
内，民商法处处捉襟见肘。
现代社会是经济关系复杂、利益冲突丛生的社会。
这些矛盾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对个人利益的主张和对经济效益的追求，社会就不会前进
；但如果个人权利主张突出，过于强调维护其经济效益，社会就无法健康存在与和谐发展。
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社会效益的重要性更是凸显无疑。
作为社会本位法的经济法不能单纯地以维护个人利益和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己任。
经济法所追求的是社会效益观，其内涵更加深刻和广泛。
社会效益不仅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人文和自然环
境以及人的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经济效益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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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经济法教程（修订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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