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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8E_E6_B3_95_E8_c36_50164.htm 第六章 市场秩序规制法

律制度概述第一节 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概述一、市场秩序

规制法概念和调整对象经济学角度和法律角度对市场秩序的

含义市场秩序规制法，即市场管理法，是指调整在市场秩序

规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本质是国

家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依法适度干预。调整对象是国家管

理市场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市场管理

法是由众多经济法律规范组成：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

要素市场管理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四个方面构成。二、

市场秩序规制法的特征市场秩序调控具有微观经济调控的内

质和特征。因此，市场秩序规制法即是对微观经济领域进行

调控之法。与宏观调控法比较，市场秩序规制法有以下特征

：（1）国家的规制性。（2）市场秩序的目标性。（3）调整

范围的针对性＊1、直接性（直接依法干预）；2、微观性（

直接依法干预具体的交易活动）；3、政府性（主要由政府依

法直接干预）；4、公法性（更多是由政府依强制性公法规范

干预）。三、市场秩序规制法的理论基础(1)市场秩序规制法

是国家对市场交易和竞争进行直接干预的重要制度设计。(2)

市场不是万能的，在配置资源方面也有缺陷，进尔导致“市

场失灵”，需要借助国家干预来解决这一问题。(3)国家干预

不当、干预失度总是难以避免的，从而导致干预失灵，或曰

“政府失灵”。因此，防范政府干预行为失败的理论就成为

市场秩序规制法的另一理论基础。(4)对市场经营主体和市场



管理主体的“双向规制”就成为市场秩序规制法的两个不可

或缺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市场秩序规制法的基本原则一、确

立市场秩序规制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市场秩序规制法基本原则

的涵义及其基本原则确立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二、市场秩序规

制法基本原则的内容(一)保障适度自由的原则(二)实质公平原

则(三)社会效率优先原则(四)保护市场弱者的原则＊市场管理

行为的法律原则，是指市场管理行为的根本准则：1、合法原

则；2、中立原则；3、社会利益原则；4、安全与效率原则

；5、授权与限权并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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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