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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_E3_80_8A_E

7_BB_8F_E6_B5_8E_E6_c36_50136.htm 一、本章学习要点 1、

经济法的概念（重点） 2、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重点） 3、经

济法的作用（重点） 4、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立法（次重点） 5

、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一般） 二、本章学习提要 （一）经济

法的概念（重点）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干预和协调经济运行

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的

调整对象（重点） 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主要有四类：企业

组织（市场主体）、市场管理、宏观调控、社会分配调控。 

（三）经济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重点） ①促进以公

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②保障经济体制改革

的顺利进行。 ③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④保证国民

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立法（次重

点） 经济法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① 经济体制改革

决定了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

重要条件：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市场主体（企业）

；二是建立开放、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商品流通；

三是由原来的用行政方法直接管理经济转变为间接的宏观调

控。这三个条件需要通过制定经济法律来推动和实现。 ②经

济法促进经济体制改革。 改革实践中积累总结的成功经验需

要经济法律来确认和保护。 （五）经济法的产生发展（一般

） 经济法是随着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生与发展，国家在

调控社会经济运行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和完善起来的法律现象。 ①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法律里



，就存在着不少经济法律规范（主要涉及税、劳役、农业管

理、矿产资源、商品贸易市场等方面）。 ②在自由资本主义

时期，经济上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与此相适应的民法、商

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许多国家仍然对一定范围的经济活

动进行干预和管理（如英国的“圈地法”、“劳工法”、“

工厂法”等）。 ③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为了克服市场机制失

灵和高度垄断带来的弊端，国家大大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

预，经济法迅速发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1919年美国

的“煤炭经济法”“碳酸钾经济法”第一次使用了“经济法

”的名称。） ④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制定经济法律管理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法体系。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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