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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9/2021_2022_2005_E5_B9_B

4_E5_88_9D_c43_69148.htm 第一章 绪 论 [基本要求] （一）掌

握法和经济法的涵义 （二）掌握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三）

熟悉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 （四）熟悉经济法律关系发生、变

更和消灭的条件 （五）了解法的本质与特征 （六）了解法的

形式，法律规范、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 （七）了解法的实施

的概念、法律责任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法和经济法的概念 一、

法和法律 （一）法的本质与特征 1．法与法律的概念 法是由

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着统治

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 法律一词，有广、狭二义， 狭义的法

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而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 2．法的

本质 法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的体现。 3．法的特征 （1）法

是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才得以形成的规范 （2）法凭借国家

强制力的保证而获得普遍遵行的效力 （3）法是确定人们在

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 （4）法是明确而普遍

适用的规范 （二）法的形式 我国法的形式主要有宪法、法律

、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

条例、特别行政区的法、规章以及国际条约等几种。 （三）

法律规范、法律部门和法律体系 1．法律规范。通常由假定

、处理、制裁三部分构成。 2．法律部门。我国法律部门主

要有：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

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 3．法律体系。一个国



家的现行法律规范分为若干法律部门，由这些法律部门组成

的具有内在联系的、互相协调的统一整体即为法律体系。 二

、经济法的概念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对

经济活动的管理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1．市场主体调控关系 2．市场运行

调控关系 3．宏观经济调控关系 4．社会分配调控关系 三、经

济法律关系 （一）经济法律关系的概念 经济法律关系是指由

经济法律规范规定和调整而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二）

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 经济法律关系由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和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三个要素构成。

1．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1）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概念 经济

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经济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承

担义务的人或组织。 （2）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种类 包括：

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的内部机构和有

关人员；个人。 2．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所享有的经济权利和承担的经济义务。 经济权利与经济义务

密切联系，不可分离。 3．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1）经济法

律关系客体的概念 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

向的对象。 （2）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 主要包括：物；

非物质财富；行为。 （三）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

灭 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要求具备三个条件：一

是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依据；二是有经济法律主体，这是法律

权利与义务的实际承担者，三是有法律事实出现。法律事实

可以分为法律行为和法律事件。 四、经济法的实施 （一）经

济法的实施的概念 经济法的实施，是指经济法主体实现经济

法的活动。通常包括经济守法、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 （二



）违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1．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的概念 法

律责任，指法律关系主体由于违法行为、违约行为或者由于

法律规定而应承受的某种不利的法律后果。 法律制裁是由特

定国家机关对违法者依其所应负的法律责任而实施的强制性

惩罚措施。 2．法律责任的种类 （1）民事责任。主要有：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

、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

誉；赔礼道歉。 （2）行政责任。主要指行政处罚。包括：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3）刑事责任。主刑：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罚金；

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 第二节 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一、

仲裁 （一）仲裁的适用范围 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 关

于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

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则不适用仲裁。 （二）仲裁的基本原则 1

．自愿原则。 2．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公平合理

解决纠纷的原则。 3．仲裁组织依法独立行使仲裁权的原则

。 4．一裁终局原则。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再申

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不予

受理。 （三）仲裁机构 包括仲裁委员会和仲裁协会。 （四）

仲裁协议 1．仲裁协议的内容 （1）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2）有仲裁事项； （3）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2．仲裁协

议的效力 仲裁协议一经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仲裁

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



仲裁协议的效力。 （五）仲裁裁决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可以

自行和解。 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当事人应当

履行裁决。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

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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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