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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C_BA_E6_B3_95_E5_c36_47417.htm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重要时刻，但由于传统的管理模

式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的管理模式又尚未

完全成熟。因此，社会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这给整

个社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了很大损失，因此必须整治混

乱的市场秩序。完善经济秩序通常有两种手段，一是行政 手

段，二是法律手段。从根本上来有，法律手段的效果更持续

，更稳定。在法律手段的具体实施上，我们可以从完善民事

立法、经济立法、加强行政监督、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加以

努力。以期通过法律手段，从而达到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秩序

，规范各类市场主体及其行为地目的，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地完善。 【关键词】经济秩序、法律手段

、立法 一、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正

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传

统的管理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

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模式还在探索之中，因此，

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例如，经济欺

诈现象较为严重，逃、废债行为相当普遍，债权人利益不能

得到有效维护，金融诈骗、逃汇骗汇、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

犯罪行为仍较为猖獗；假冒伪劣商品愈演愈烈，不仅损害广

大消费者的利益，也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地方

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垄断依然存在，并妨碍了统一市场的

建立。这些混乱现象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败坏



了国家信誉和改革开放形象，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正常发展，也给人民群众和广大消费者造成了损害。当前

，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根本利

益，关系到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大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二、运用法律手段、完善市场经

济秩序的可能性及必然性 （一）可能性 整治混乱秩序、规范

市场可以有两种手段供我们选择，一种方式是强化行政管理

、扩大行政权限、加强行政处罚；另一种方式是强化法律规

范和严格执法、依法行政。前一种是行政手段，后一种则是

法律手段。当前单纯依靠强化行政手段来治理混乱秩序并不

能够取得应有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尽管改革已经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国仍处于从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

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阶段，政府虽然在很多方面采取了各种简

政放权的措施，但政府享有的行政权限与市场经济的需求相

比，仍然过大。例如，政府各种名目繁多的审批和处罚、对

交易自由和财产自由所设定的各种不合理的限制，都在一定

程度上妨碍了市场主体所应当享有的必要的自由，也障碍了

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行政

权力不是应当强化，而是应当逐渐弱化，这一点已成为社会

的共识。而强化行政权力，不仅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市场主

体的自主自愿，而且与改革的方向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

不符合的。另外，强化行政权力，不能从制度完善上来解决

市场秩序混乱的问题，有可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在短期内或许能够见效，但从长期来看，难以产生应有的效

应。 （二）必要性 我认为，整治混乱秩序、规范市场必须要

强化法律手段。也就是要通过加强立法和执法，强化依法行



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秩序，尽快地使我国从一

个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当前我们

所需要的就是要进一步将规范市场与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结合

起来，作为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有加

强法治，强化法律的规范和管理，才能真正建立市场经济的

规范和秩序，其理由在于： 第一、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

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主体是平等的，其利益是多元

的，资源也是不断流动的。因此，市场经济要求实行自由的

交易和公平的竞争，这些必须要靠法律来维持正常的秩序。

例如，在计划经济时代，可以通过行政的调处、领导的平衡

和干预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和民间纠纷，但随着市场经济的

发展，这些形成于旧体制的解决争议的方法已被证明无法适

应变化了的社会的需要。在一个开放的、自由平等主体的交

易构成的市场经济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必须要靠法

律来规范，而其产生的纠纷也必须主要应当靠最终解决争议

的机构人民法院来解决，这就是说，要通过法律手段来形成

秩序。 目前市场中出现的一些混乱现象来看，尽管相当一部

分是由于转型时期社会变动的负作用，需要靠体制改革的深

化和制度的重建来解决，但相当多的问题仍然是法治不健全

、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等原因造成的。例如，假冒伪劣现象

难以得到有效的根治，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方保护主义、以

罚代刑和处罚不力造成的。 第三、通过法律手段来整治秩序

，这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监管体

系，解决市场混乱的问题，真正使市场经济形成良性的循环

。 因此，通过法律的手段来规范市场，建立市场法治秩序，



就必须加快立法的步伐，这是解决市场混乱的根本途径。 三

、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的相关法律手段 （一）、进一步完善民

事立法 1、加快制定《民法典》 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有关市场经济方面的民事法律已经超过40多部，民法通

则、民事诉讼法、证券法、保险法、票据法等规范市场主体

、调整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的法律相继出台，为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颁布一部系统的民法典，因此

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仍然缺乏。所以，应尽快颁布民法

典，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法律规则。我国民法典

的制定自50年代初期以来，曾为无数的学者所呼吁和企盼。

迄今为止，我国几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如刑法、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都已制订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法律。它们尽管在名

称上未被称为法典，但实际上已具备了法典的特点和功能。

然而，民法典至今仍未出台，实为一大缺憾。许多学者曾呼

吁，在刑法典的修改工作完成以后，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应尽

快地提上议事日程。民法典的制订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迫切需要，也正是实行依法治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通过制订民法典，可以全面地将

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法定化、明确化，充分保护其合法权

益，并使人民法院审理民事、经济案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通过制订民法典，可以为交易当事人从事各种交易行为提

供明确的行为规则，使其明确自由行为的范围，逾越法定范

围的后果和责任，从而对其行为后果有合理预期，这就能从

制度上保障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从而有利于市场经济秩序

的建立。通过制订民法典，还能够弘扬人格独立、人格平等



、契约自由、责任自负等理性的精神，这些都是建立法制社

会所必须的。 .2、尽快制订《物权法》 随着我国《合同法》

的制订颁行，市场经济中的合同活动的规则由以前纷繁、复

杂、冲突与落后的状态走向统一、和谐与完善。作为民法典

重要组成部分的《合同法》的出台，是我国民法典制订工作

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合同法》制订以后，如何加快民法典

其他部分的制订步伐呢？考虑到我国民法典不太可能采取“

一步到位式”的法典编撰方法，而只能采用分段制订最后通

过汇编整理修订的方式来完成，因此，当前需要尽快制订物

权法。物权法不仅是确认和保护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而且是

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则，因为任何交易的前提是交易

的当事人享有物权，而交易的结果是物权发生移转。所以，

物权法首先要确认各类物权，从而确认交易的前提。同时，

物权法的一系列规则，如公示公信原则、所有权移转规则、

善意取得制度等都是直接服务于交易关系的。物权法的建立

和完善对于维护交易安全，整治市场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

当前，市场交易中存在的一些混乱现象，的确与物权法不完

善有关。例如，在商品房买卖中，由于登记制度不健全，一

些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房时，不能通过查阅不动产登记了解该

房屋是否已经设定抵押或者出售等情况，从而在交易中可能

上当受骗和蒙受巨大损害。极少数不法行为人将一物数卖，

或以已经出售的财产作抵押，以骗取他人财产，甚至从事金

融欺诈行为，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社会信用降低。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