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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第一节 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含义与

特征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

和经济守法活动都具有指导意义和运用价值的指导思想和基

本准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1、普

遍性。所谓普遍必理指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经济法的

全部实践活动，适用于一切经济法实践活动。2、抽象性。所

谓抽象性是指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精神实质的概括和

抽象。3、行为准则性及可操作性。所谓行为准则性及可操作

性是指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象其他规范那样具有准则性。二

、研究经济法基本原则原则的重要意义经济法基本原则是一

个重要的，独立的经济法基本范畴，在经济法学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之于经济法学的意义也非常重大。1、研究经济法基

本原则对于经济立法有着重要意义。2、研究经济法基本原则

可以弥补经济法律规范的不足。3、研究经济法基本原则可以

帮助我们正确领会经济法的立法目的、立法精神，加深对经

济法部门独立性的认识。三、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依据经

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以下几点：政策依据、宪法依据。

第二节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我们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有以下三个：一、社会本位原则社会本位原则之所以能够成

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由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经济法

把社会本位作为自己的调整原则，就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

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价格水平、垄断和不正当竞



争行为、产品质量控制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调整

时都必须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与此同时，任何市场主体，在

进行市场行为时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

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否则，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

责任的背离。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一）公平原则经

济法上的公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主体地位平等。主

体地位平等是经济公平的前提条件，无主体地位的平等就无

公平可言。2、交易机会均等。交易机会均等是经济公平的基

本内容。它一方面要求经济法所提供的交易机会必须向所有

经济法主体开放，另一方面要求经济法不得为某一或某些主

体提供独占市场的机会。3、权利义务对等。权利义务对等是

经济公平的核心内容。经济公平要求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等

是权利和义务在数量上等值性的必然要求。（二）效率原则

同公平原则一样，效率原则也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这是因

为任何一个公平、自由、正义、有序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高

效的社会。没有效率的社会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理想的社

会。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公平效率，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

，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只要效率而不要公平，最终会降低

效率；只要公平而不要效率，这种公平也很难维持长久。三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可持续发展，反映了当代人对人类社会

经济活动、生存环境和发展的反思，表达了当代人的一种发

展观，也反映了当代人的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及当代人

的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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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