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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

任 （二）熟悉经济法的渊源、经济法主体的界定和分类 （三

）了解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考试内容] 第一节经济法主要内容 

经济法是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 一、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的体系是各类经济法规范所构

成的和谐统一的整体。由于经济法主要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

市场规制关系，因而经济法体系也包括两大部分，即宏观调

控法和市场规制法。 二、经济法的渊源 经济法的渊源是指经

济法规范的表现形式。 （一）宪法 （二）法律 （三）行政法

规 （四）部门规章 （五）地方性法规 第二节经济法的主体 

一、经济法主体的界定 经济法主体是依据经济法而享有权力

或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组织体或个体。 二、经济法主体

的分类 对于经济法主体，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

的分类。 三、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取得 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取得

具有其特殊性，各类经济法主体资格的取得是不尽相同的。 

（一）主体资格取得的法律依据的差异性 （二）经济法主体

资格取得的特殊性 第三节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一、经济法主体

行为的属性 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即在广义上包

括一切有法律意义和法律属性的行为，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

属性。 二、经济法主体行为的基本分类 各类经济法主体的行

为可以在总体上分为两大类，即调制行为和对策行为。 三、

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其他分类 第四节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



务 一、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的界定 经济法主体的职权与

权利、职责与义务，分别规定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

制法中，并且与经济法主体的行为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二、调控主体与规制主体的职权 调控主体与规制主体的职权

，可以总称为“调制权”，分为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两

大类。 三、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的主要职责 贯彻法定原则、

依法调控和规制，不滥用或超越调制权、不得弃权等等，核

心是依法调控和规制。 四、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主体的权利 接

受调控和规制的主体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一切基本权利。其

权利可以统称为“市场对策权”。 五、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主

体的义务 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义务；依法竞争的义务。 第五节

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是经济法主

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规定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一

、经济法责任的分类 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可以依据不同

的标准，作出不同的分类。 二、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与特殊

性 （一）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 经济法主体的法律责任并不是

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简单相加，而是有其独立

性。 （二）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 三、经济法责任的具体类型

1.按照承责主体的不同，可以将经济法责任分为调控和规制

主体的责任，以及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主体的责任。 2.按照追

究责任的目的，可以把经济法责任分为赔偿性责任和惩罚性

责任。 3.依据责任的性质，还可以把经济法责任分为经济性

责任和非经济性责任，或称为财产性责任和非财产性责任。 

四、不同主体的责任差异与司法救济 由于经济法主体的身份

和地位、行为目标和宗旨有别，各自的法律待遇、享有权利

或权力的法律依据不同，相应的义务各异，因而所需承担的



违法责任也不同。 在市场规制法领域，由于规制主体的责任

一般是可以特定化的，因而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追究其责任

。但在宏观调控法领域，由于调控主体的行为往往被认为属

于抽象行为等原因，要追究其责任比较困难。 五、赔偿性责

任与惩罚性责任 经济法主体可能承担的赔偿性责任，主要有

两类：一类是国家赔偿；另一类是超额赔偿。国家赔偿的主

体是国家，超额赔偿的主体是市场主体。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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