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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学体系阐析
AnAnalysisoftheSystemofEconomic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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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ANDa-song LIZhao-quan

  【摘 要】 经济法学体系是我国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经济法学科

体系、经济法学术体系、经济法教学体系、经济法治体系等。当前,我国经济法学体系

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在学科体系方面,基于部门法为中心的经济法学科体系已经基本

定型;在学术体系方面,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基本成熟;在教学体系方面,已建成多层

次人才培养体系;经济法治体系建设有所反复,但有着重大突破和历史机遇。下一步须

推进经济法学体系的建设,以满足 “四个全面”和 “一带一路”战略的需求:要加快经

济法学体系的转型升级,支持交叉学科、新生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经

济法学体系,加强经济法治顶层设计,以及 “一带一路”战略相关经济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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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systemofeconomiclawisanimportantpartofthelawsysteminour
country,whichmainlyincludesthedisciplinesystemofeconomiclaw,theacademicsystem
ofeconomiclaw,theteachingsystemofeconomiclaw,theeconomicruleoflawsystemand
amongothers.Currently,theconstructionofthesystemofeconomiclawhasmadesignificant
progressinourcountry:inthedisciplinesystem,theeconomicdisciplinesystembasedon
departmentlawhasbeenbasicallyfinalized;intheacademicsystem,theresearchonthe
basictheoryofeconomiclawisbasicallymature;intheteachingsystem,amulti-leveltalent
trainingsystemhasbeenestablished;theconstructionoftheeconomicruleoflawsystemhas
gonethroughdifficulties,butithasmadebreakthroughsandisfacinghistoricalopportuni-
ties.Thenextstepshould befocused on promotingtheconstruction ofthesystem of
economiclawtomeetthestrategicneedsof“theFour-ProngedComprehensiveStrategy”and
“theBeltandRoadInitiative”:speedup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eofthesystemofe-
conomiclaw,supportthe development ofinterdisciplines and new disciplines,further
improvethesystem ofeconomiclaw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strengthenthetop-level
designoftheeconomicruleoflaw,andstrengthentherelatesstudytheeconomiclawcon-
cerning“theBeltandRoadInitiative”.
  Keywords:Systemofeconomiclaw Disciplinesystem Academicsystem Teaching
system Ruleoflaw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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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学体系命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讲话中指出,我国要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

的哲学社会科学 体 系,加 快 完 善 对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具 有 支 撑 作 用 的 学 科,如 哲 学、历 史

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 族 学、新 闻 学、人 口 学、宗 教 学、心 理 学 等。
经济法学体系是我国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由经济法学科体系、经济法学术体

系、经济法教学体系、经济法治体系等构成,亦应加快完善。
(一)经济法学科体系

  法学学科体系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从学科创新发展的角度可分为传统学科、新兴

学科和交叉学科。〔1〕 经济法体系作为我国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可 分 为 传 统 经

济法学科、新兴经济法学科和交叉经济法学科。其中传统经济法学科主要指经济法总论

研究、经济法分论研究;新兴经济法学科是指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或者新

问题的密集研究而形成的学科,如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 “一带一路”涉外经济法研究

等;交叉学科研究则是经济 法 研 究 与 其 他 学 科 的 交 叉 研 究。在 国 内 “四 个 全 面”以 及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新发展形势下,经济 法 学 科 研 究 不 能 仅 局 限 于 以 部 门 法 为 中

心的传统法教义学研究,也要加强社科法学等交叉研究。
(二)经济法学术体系

  经济法学术体系,包括经济法学理论体系和经济法学知识体系。〔2〕 经 济 法 学 理 论

体系是经济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是经济法学学术体系的支柱。中国的经济法学理论在

民国时期便受德日等国较深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苏联经济法理论的影响。关于经济法的

概念,影响较大的主 要 有 “纵 横 统 一 论”、 “国 家 协 调”、 “国 家 干 预”、 “国 家 调 节”、
“管理与协调”、“公共经济管理与经济活动”、“国家调制”等学说。〔3〕

  经济法学知识体系,即有关我国经济法规范体系、经济法制度体系和经济法实现体

系的知识。通过科学丰富经济法学知识体系,能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法治建设进程,完

善我国经济法律制度。经济法学知识体系发展的关键是将经济法学理论知识运用于具体

的制度建设中去,提高我国的经济法治水平。
(三)经济法教学体系

  经济法教学体系包括经济法教学培养体系和经济法教材体系。〔4〕 教学培 养 体 系 主

要指经济法学学位配置和课程建 设。经 济 法 一 直 是 法 学 本 科 生 的 核 心 课 程。1998年 国

家教委教育司颁布了 《法学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明确了法理学、宪法、行政 法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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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参 见 张 文 显: “关 于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法 学 体 系 的 几 个 问 题”, 《中 国 大 学 教 学》2017年 第5
期,第7页。

经 济 法 学 术 体 系 分 类 参 见 前 注 〔1〕,张 文 显 文 中 法 学 学 术 分 类。
参见 潘 静 成、刘 文 华:《经 济 法 基 础 理 论 教 程》,北 京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1993年 版;杨 紫 烜:

《国 家 协 调 论》,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09年 版;李 昌 麒: 《经 济 法 学》,法 律 出 版 社2007年 版;漆 多

俊:《经 济 法 学》,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07年 版;程 信 和: 《经 济 法 与 政 府 经 济 管 理》,广 东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00年 版;史 际 春:《经 济 法》,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10年 版;张 守 文: 《经 济 法 理 论 的

重 构》,人 民 出 版 社2004年 版。
经 济 法 教 学 体 系 分 类 亦 参 见 前 注 〔1〕,张 文 显 文 中 法 学 教 学 体 系 分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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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刑法、民法、经济法、民事诉讼法、国际私法等14门课程的基本知识点、
基础理论和基本应用,确定了经济法的核心课程地位;2007 年 法 学 教 学 指 导 委 员 会 确

定的16门核心课中包括经济法;2012年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和专 业 介 绍 (2012年)》似 乎 曾 有 迹 象 要 把 经 济 法 从 法 学 核 心 课 程 中 删 去,
但在经济法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经济法的核心课程地位最终保留下来。在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层次,部分高校设立了经济法硕/博士点或者经济法方向,开展经 济 法 学 高

层次人才的培养工作。
我国的经济法教材体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 备 力 量”。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全 国 高 校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会 议 上 提 出,
“教材建设是育人育 才 的 重 要 依 托。建 设 什 么 样 的 教 材 体 系,核 心 教 材 传 授 什 么 内 容、
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

进行国家层面规划,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在教材建设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也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经过努力,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简称 “马
工程”),经济法学教材成功作为第一批法学 “马工程”教材出版。下一步的发展 在 于

完善配套的教材体系建设,编辑出版一批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要求、立足国

际学术前沿、品种齐全的经济法系列教材。
(四)经济法治体系

经济法治体系是指通过经济法调整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步入法治轨道,
实现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法治体系。〔5〕 因应对外开放而建立起来的中国 经 济 法 治,属 于

政府推动下的外源性法治。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成就巨大,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有

学者指出,经济法治还处于初 级 阶 段,需 要 实 现 从 传 统 社 会 向 以 现 代 核 心 价 值 观 (自
由、理性、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

序转变。〔6〕 经济法治体系是包括经济实体法体系和经济程序法体系的动态运行体系。
经济实体法主要包括经济基本法和经济单行法两部分。经济基本法是统摄和规范国

家介入、参与、管理和协调经济的总体法,如 《经济法典》。其在经济法体系 中 处 于 最

高位阶,作为调整经济法制和法治的基本法,不仅是对宪法中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

的再确认,更是宪法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化。〔7〕 目前我国尚 未 制 定 经 济 基

本法,在宏观领域 的 立 法 也 相 对 欠 缺。在 市 场 领 域,我 国 已 建 立 了 相 对 成 熟 的 法 律 体

系。通过 《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 《产品质量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经济单行法调整和引导市场机制,平衡协调市场机制作用与宏观调控作用的冲突,鼓励

市场主体正当竞争行为、适度规模经营,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秩序。〔8〕

经济程序法是经济实体法的具体保障,经济程序法本身也可以为中国经济法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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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参 见 史 际 春:“新 发 展 观 与 经 济 法 治 新 发 展”,《法 学 家》2004第1期,第15~21页。
参见 高 全 喜、张 伟、田 飞 龙:《现 代 中 国 法 治 之 路》,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2012年 版,第

19页。
参 见 袁 达 松、黎 昭 权:“经 济 法 类 型 学 与 经 济 基 本 法 的 制 定 次 序”,载 《经 济 法 研 究》 (第

17卷),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6年 版,第24~38页。
参 见 袁 达 松、朱 成 林: “论 包 容 性 的 经 济 法 治———一 元 论 的 经 济 法 范 式”, 《晋 阳 学 刊》

2015年 第4期,第130~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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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成长提供外在支持。〔9〕 现代社会的效率性与程序性使得在经济法等 现 代 法 领 域,实

体法规范与程序法规范的联系日益密切。由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精神,经济程序法与传

统的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形式具有差异性。经济法不仅具有独特的程

序法且其所涉及的程序呈现出多样性,这与传统实体法所涉及的程序法有较大的不同。
经济程序法的理论是经济法学体系研究的弱项,亟待加强。

二、经济法学体系现状评析

(一)建基于部门法的经济法学科已基本定型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介入、参与、管理和协调经济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门。由于经济法曾和民商法、社会法

存在界限争议,经济法部门地位一度遭遇挑战。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建基于部门法

的经济法学科已基本定型。

  教育部曾于1998年就经济法部门体系的内容安排制定了 《经济法教学基本要求》,
在 “绪论”之后,分论分列 “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三部分,共四

编。参照这一制度安排,杨紫烜教授于1999年主编的 《经济法》,将社会保障法单独分

编,形成 经 济 法 总 论、经 济 法 主 体、市 场 管 理 法、宏 观 调 控 法 和 社 会 保 障 法 五 编 体

例。〔10〕 李昌麒教授在其主编的 《经济法学》一书中将经济监管法、经济 责 任 与 司 法 救

济单列分编,将经济法分论分为五个子部门,分别为市场秩序规制法、宏观调控法、经

济监管法和经济责任与司法救济。〔11〕 史际春教授在其主编的 《经济法》中,则 将 经 济

法分论分为经济法主体、公共经济管理法和经济活动法三个子部门。〔12〕 顾 功 耘 教 授 在

其主编的教材中,将分论的子部门体系分为市场秩序规范法、市场运行监管法、国有经

济参与法和对外经济管理法四个子部门。〔13〕 张守文教授在其主编的 “普通高 等 教 育 十

二五规划教材”中,首次采取三编体例,除总论外,分论为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两

个子部门,相对简洁。该书并未将诸经济法分论研究的新领域单独分编,而是将各子部

门合并,如将社会保障法子部门并入宏观调控法子部门等。〔14〕2016年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 《经济法学》教材延续了这一三编体例。〔15〕

  从经济法学科体系发展看,其经历了一个由简入繁,再由繁化简的过程,并在经济

法的主要构成上达成大致共识。现在,各学术观点除了侧重点和出发点等略有表述差异

外,并不存在较大 分 歧;对 于 经 济 法 的 概 念,主 流 经 济 法 学 界 也 已 达 成 一 定 程 度 的

共识。
(二)经济法基本范畴和重叠共识

  经济法基本范畴是从 总 体 和 宏 观 上 对 经 济 法 现 象 的 概 括,是 在 一 般 范 畴 基 础 上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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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袁 达 松、廖 雅 雯:“经 济 程 序 法 研 究 述 略———兼 论 经 济 审 判 机 构 的 恢 复 与 拓 展”, 《经
济 法 研 究》(第14卷),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4年 版,第154~162页。

参 见 杨 紫 烜:《经 济 法》,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1999年 版,第1~6页。
参 见 李 昌 麒:《经 济 法 学》,法 律 出 版 社2007年 版,第1~5页。
参 见 史 际 春:《经 济 法》,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2005年 版,第1~6页。
参 见 顾 功 耘:《经 济 法 教 程》,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3年 版,第1~5页。
参 见 张 守 文:《经 济 法 学》(第 五 版),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2年 版,第1~3页。
参 见 张 守 文:《经 济 法 学》,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2016年 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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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抽象的结果,也是整个经济法概念和思维的浓缩和精华。〔16〕 一 门 学 科 的 独 立,必

须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有其独特的范畴和理论体系。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有

“纵横统一论”、“国家协调论”、“国家干预说”、“国家调节说”、“管理与协调说”、“公
共经济管理与经济活动说”、“国家调制说”等。事实上,当前经济法学的基础理论,学

界大致已达成重叠共识 〔17〕:首先,经济法基本范式要能够在市场经济体 制 下 适 当 定 位

经济管理和协调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换言之,要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国家的作用,因为市

场失灵是市场经济制度难以解决的问题。其次,经济法范式也要能够避免经济管理和协

调主体的干预过度,避免 “政府失灵”。〔18〕

  如何通过法律 途 径 既 解 决 “市 场 失 灵”的 问 题,又 防 范 过 度 干 预 的 “政 府 失 灵”。
强调国家合理、适当配置各类主体权利与权力,协调局部与整体利益,兼顾社会整体利

益最大化,这是经济法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路径,同时体现出经济法价值、宗旨的包容

性。因此,可以认为:强调国家与市场主体的协调适当地位,保护各类 主 体 合 法 权 益,
作为一种共识,已成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式。〔19〕

(三)经济法学教学培养体系

  我国经济法学科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在经济法教学体系建设方面已取得了重大进

步,并推动了我国经济法学人才队伍建设。教育部和各大法学院校高度重视经济法学科

的建设,建立了从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乃至博士后研究人员的人才教育培

养体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经济法学人才。

1. 本 科 生 基 础 和 核 心 课 程 培 养

  从全国具有典型代表的法学院校和主要法学院的培养方案来看,经济法或经济法总

论都被作为重要的必修课程来开设。2014年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法 学 院 实 施 最 新 的 法 学 专 业

方案,经济法被作为4个学分的重 要 学 科 基 础 课 程 开 设。2016年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实 施 新

的培养方案,经济法总论作为3个学分的专业必修课开设。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实施的

2013年本科生培养方案 中,经 济 法 学 作 为 法 学 院 学 科 基 础 开 设,3个 学 分。华 东 政 法

大学成立经济法学院,在本科教育阶段开设法学 (经济法学)方向专业,经济法学更是

作为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类专业必修课开设。总体来说,经济法作为本科阶段的法学类基

础课程和核心课程实 施 效 果 良 好,开 课 时 间 集 中 于 第4学 期 和 第5学 期,学 分 稳 定 在

3~4学分之间,课程时间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2. 成 熟 多 样 的 硕 士 研 究 生 培 养

  相对其他法学二级学科,经济法学在我国法 学 教 育 中 起 步 较 早。1981 年 起,北 京

大学等高校就已经开始招收经济法学硕士研究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全国

获得经济法学硕士授予权的高校已有80 余所,并且近几年这一数字仍持续增长。可以

说,我国的经济法学硕士培养已经形成较大规模,教学培养经验已经相对成熟。在这一

背景下,对现有经济法学硕士培养的模式进行比较,总结经济法学硕士培养模式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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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薛 克 鹏:《经 济 法 基 本 范 畴 研 究》,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3年 版,第4页。
参见 袁 达 松、朱 成 林:“经 济 法 学 的 重 叠 共 识”,载 《经 济 法 研 究》 (第16卷),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2015年 版,第94~104页。
参 见 陈 云 良:“转 轨 经 济 法 学:西 方 范 式 与 中 国 现 实 之 抉 择”, 《现 代 法 学》2006年 第3

期,第147~181页。
参 见 前 注 〔8〕,袁 达 松、朱 成 林 文,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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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性,对本学科的发展和特定学校的经济法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意义。〔20〕

  在硕士课程设置中,大多数高校把经济法总论、企业公司法、金融法、财税法、竞

争法等作为经济法学硕士培养的核心课程。此外,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涉外经济法、证

券法也是经济法学硕士培养的重要课程。有些高校强调学生跨学科的法学知识储备。在

经济法相关课程之外,还开设了法学方法论、民法、刑法、法理学等课程,可见其非常

重视学生对法学功底和法学思维的培养,不让经济法学硕士生的视角仅仅停留在经济法

学领域。在经济法相关课程中,除了核心课程外,部分学校还将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

法作为必修课程,体现了其对经济法学硕士的高端理论与国际视野的培养。

3. 各 具 特 色 的 博 士 研 究 生 培 养

  全国多所高校已经开设了经济法二级学科博士点或者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年

限一般是3~5年,课程主要安排在第一学年。许多高校都设有经济法前沿理论问题研究

课程等相关课程,以进一步提高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对经济法学科发展状况 (国
内外发展动态、作用及优势、局限性等)的了解。多数高校要求博士研究生在CSSCI或中

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并鼓励出国访问学习,以提高博士研究生的自主科研能力。

4. 培 养 拔 尖 科 研 人 才 的 博 士 后 培 养 机 制

  作为博士后流动站中的经济法学或者经济法方向博士后科研人员,在与合作导师开

展科研的同时,也 负 担 一 定 的 教 学 工 作。经 济 法 的 博 士 后 科 研 人 员,在 经 济 法 创 新 研

究、交叉研究和新兴学科研究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博士后培养已经成为经济法学

人才培养体系顶端的闪亮明珠。
(四)经济法治体系的欠缺

  经济法治体系既可分为实体法治和程序法治两个方面,也可以分为立法、执法、司

法三个维度。现阶段,虽然我国经济法治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

一些弱项和法治障碍。〔21〕

  从理论而言,合理的经济立法就是要对经济法主体进行合理的权利、权力、义务的

分配,从而使经济部门法成为体现全面、公平、人本主义等包容性理念的 “良 法”。包

容性的经济法治要求优质的立法。与优质相对应的就是低劣,现阶段我国经济立法的低

劣现象大量存在。近年来,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我国加快经济立法步伐。大

量立法资源的投入实现了经济立法数量与规模的急剧扩张,但是立法质量与效率却没有

跟上,地方政府与中央重复立法问题严重 〔22〕。除却结构形式上的 套 用,内 容 照 搬 其 他

法律文件的条款,无视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多 “转发”、“抄袭”,少 “创新”。

  经济执法,是指国家公共管理部门及其公职人员,依照经济法定的职权和程序,适用

经济法。经济执法的主要方式有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两种方式,具体而言,宏观调控的方

式主要有预算、税收、财政投资、补贴、监察、货币政策等。微观规制的方式主要有市场

准入、奖惩、给付、裁决、规划、征收、强制等。现阶段我国经济立法主要出自全国、省

级人大和经济特区授权的立法以及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级政府出台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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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袁 达 松、方 文 翔:“经 济 法 学 硕 士 研 究 生 培 养 模 式 的 比 较 分 析”,载 《首 都 法 学 论 坛》
(第4 辑),知 识 产 权 出 版 社2012 年 版,第284~295页。

参 见 前 注 〔8〕,袁 达 松、朱 成 林 文。
参见 吕 忠 梅、陈 红:“论 经 济 法 的 工 具 价 值 与 目 的 价 值”,《法 商 研 究》2000年 第6期,第

59~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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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其机制所限,很多经济立法并未对经济与社会关系、法律效果进行周密的调研。这就

使经济立法的预见性与超前性严重不足,规范粗疏,甚至含混不清,可操作性差,实施难

度高,导致执法和司法运行的法律成本升高,立法目的难以实现,相关法律规范虚置。

  经济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处理经济法案件的活动。合理

的经济司法制应当能让当事人通过经济司法的诉讼程序,快速便捷地获得法律救济。在

司法历史上,为使权利人获得高效便捷的经济司法救济,我国曾专门设有经济审 判 庭,
用以裁判经济纠纷,但2000年后,最高人民法院撤销经济审判庭实行 “大民事”审判。
从此之后,经济法 案 件 的 审 理 都 只 能 通 过 三 大 传 统 诉 讼 解 决。然 而,在 十 多 年 在 实 践

中,这一模式产生了诸多不包容性的问题,使许多经济案件达不到预期的诉讼效果。由

于民事诉讼程序中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仅限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而经济违法

行为大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受害人范围广泛而不特定,这就使得经济案件只能通过个

案实现救济。〔23〕 近年来随着消费公益诉讼立法以及以破产审判庭为代表的各 种 经 济 审

判庭的普遍建立,经济司法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三、完善经济法学体系的方向和路径

(一)完善经济法学体系的方向

1. 转 型 升 级

  从经济法类型上回溯,早期经济法规范主要是单独的经济法案,是为了防止自由竞

争导致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后来战时经济法规范集中出现,主要是为了应对国家在战

争中的经济与社会风险;危机时期的经济法规范主要是为了恢复经济,预防和化解大规

模的失业;平时经济法规范的宗旨是尽可能创造自由、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促

进市场经济协调发展。〔24〕 可见,经济法的发展是与其时代特征有着密切关系的。

  随着我国 “一带一路”战略的纵深推进,我国的经济市场将进一步与国际市场紧密

融合在一起,中国将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结成 “命运共同体”,实现包容性发 展。在

“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也应有所突破,从促进国内市场经济

协调发展到促进各国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在推动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和繁荣的同

时,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风险的全球性,每个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独自面对,对抗性

的或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只能导致危机不断蔓延,“风险社会”“世界主义时刻”已经来

临,召唤新的 “世界经济法”。〔25〕 在变革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实现国际经济领域活动中

的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中,应考虑适时制定反映新的国际经济关系现实,努力推动和

达成具有包容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 “世界 经 济 法 律 规 则”,构 建 新 型 世 界 经 济 争 端 解

决机制。这是推动新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开展、成功运行的必然路径,或许同时会

催生出新的 “世界经济法治”。

2. 支 持 交 叉 学 科、新 兴 学 科

  社会发展和法律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需要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新兴学

—401—

〔23〕

〔24〕

〔25〕

参 见 前 注 〔9〕,袁 达 松、廖 雅 雯 文。
参 见 前 注 〔7〕,袁 达 松、黎 昭 权 文。
参 见 袁 达 松:“风 险 经 济 法 学 举 隅——— ‘风 险 社 会’ ‘世 界 主 义 时 刻’视 角 的 经 济 法 学”,

载 《经 济 法 论 丛》2017年 第1期,第2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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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出现是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体现,发展新兴学科是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的重要任

务。另外,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出现的许多新问题不是传统的法学理论和方法可以独立

解决的,例如,网络法治、科技金融法治等新兴问题,需要法学与经济学、统计学、社

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合作,需要文理工多学科协同。面对经济法治的新兴领域,要

应对法治新问题,必须鼓励、支持和培育交叉学科,为交叉学科提供发展平台。

  在经济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上,在夯实传统学科体系的同时要重视交叉学科和新兴学

科的发展,鼓励经济法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在课程设置方面,也要重视课程设置的多元

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高校学科结构不尽合理,课程体系不够完善,新兴学科

开设不足,法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够。”所以,经济法学学科体系建设 的 新 增 长

点在于创新学科体系,要大力支持和扶植经济法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二)完善经济法学体系的路径

1. 建 设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经 济 法 学 体 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

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

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

气派。”中国特色不是自说自话的特色,而是让世界认同的中国特色。〔26〕 有中国特色的

经济法学体系应该是立足于现在,又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

学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吸取现有的积极成果,学习国外优秀的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另

一方面,要敢于创新,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

  首先,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要有理论自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也是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建设,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法学原理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学理论构建道路,把经济法学理论创新植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

  其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要有包容性。包容性是我国加快经济法治建设和

推进经济法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优秀经济法思想,继承相

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国外先进法制和法学研究的相关成果。

  最后,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体系要有创新性。进一步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学

体系,要有创新的精神,积极探索,敢于超越。在法治实践层面,要以问题为导向,敢

于用新的理论、新的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在理论研究层面,要敢于超越:一方面,超

越西方法学中心主义,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学理论发展道路,提高我国的经

济法学国际话语 权;另 一 方 面,敢 于 超 越 现 有 的 理 论 框 架。我 国 改 革 的 全 面 深 化 以 及

“一带一路”战略的纵深推进,需要新的经济法学理论支持,须在现有的理论基础之上

积极创新,结合新现象、新问题创新理论。

2. 完 善 经 济 法 治 顶 层 设 计

  经济法治作为调整经济领域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是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

途径与手段。对于 经 济 法 治,早 有 学 者 认 为,我 国 经 济 法 治 需 要 从 总 体 规 划 上 进 行 构

建。〔27〕 暂且不论其具体如何实现,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深化改革,经 济 法 治 的 相 应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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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见 前 注 〔1〕,张 文 显 文。
参 见 史 际 春:“立 足 改 革 开 放 借 鉴 国 际 惯 例 完 善 我 国 民 事 和 经 济 立 法 体 系”, 《安 徽 大 学 学

报》1997年 第6期,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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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尤为重要,首当其冲的是如何进行经济法治的顶层设计问题。因此,经济法治作为改

革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也存在对最高层加强对改革的统筹力度,和全面设计、统筹规划

的顶层设计需要。〔28〕

  包含顶层设计的经济法治要建立在经济基本法和具体经济法律制度之上。而完善相

关具体规制和监管制度之前,须有经济基本法层面的总框架来阐明基于宪法合理延伸的

国家对于公私财产的要旨,规定契约和工商业自由、政府干预经济的性质和程度、市场

主体自主发挥积极性的程度和市场竞争秩序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治的

顶层设计就是包含经济法框架性规定和主干经济法律制度的经济基本法。

3. 推 动 “世 界 经 济 法 治 体 系” 建 设

  我国在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表示,要 “维护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贸易投资中的主

渠道地位”,“支持主要全球治理平台和区域合作平台更好发挥作用,推动全球治理体制

更加公平合理”〔29〕。而在 G20杭 州 峰 会 上,国 家 领 导 人 再 次 向 全 世 界 重 申 和 倡 导 “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30〕和 “中国方案”〔31〕,为 世 界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新 思 路。这 是 “一
带一路”战略的理念升华和思想总结,实质上是中国对于全人类包容性发展的宣言和倡

议,并已通过 “一带一路”战略、“亚投行”建设进行推动。然而,“命运共同体”理念

要得到世界各国和人民的认同, “中国方案”能否实际可行,有赖于语言宣示后的进一

步法律理念转化,上升为法律原则,推动搭建相应的法律框架,达成相应的 法 律 规 则,
形成相应的法律秩序。由此,构建和推进包容性的世界经济规则和制度,促进世界经济

的包容性发展,带出一个全新的法学命题。〔32〕

  当前,美国为首主导的原有的经济秩序已经不能满足世界各国经济包容性发展的需要,
逐步健全和完善一套维护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在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形成一套更为合理可行的全球规则和制度,让世界各国有更

多的平等参与全球竞争的机会,实现世界共赢显得尤为重要。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发展需要法

律支持和发挥作用,亦即包容性发展的有效制度支撑和运转。〔33〕 我国应加快 “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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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参 见 袁 达 松、朱 成 林:“论 经 济 法 治 的 顶 层 设 计———兼 重 提 经 济 基 本 法 的 制 定”, 《中 山 大

学 法 律 评 论》2014年 第3期,第44~52页。
“十 三 五 规 划 纲 要”,载 http://www.sh.xinhuanet.com/2016 03/18/c_ 135200400 _

2.htm,最 后 访 问 时 间:2017年5月10日。
习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杭 州 出 席2016年 二 十 国 集 团 工 商 峰 会 开 幕 式,并 发 表 《中 国 发 展 新 起 点

全 球 增 长 新 蓝 图》的 主 旨 演 讲,再 次 提 出 “我 们 应 该 促 进 不 同 国 家、不 同 文 化 和 历 史 背 景 的 人 们 深

入交 流,增 进 彼 此 理 解,携 手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的 理 念。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2013年3月 的 莫 斯 科

国 际 关 系 学 院 演 讲 中 首 次 提 出 “命 运 共 同 体”的 理 念 后,在 不 同 的 国 际、国 内 场 所 先 后30多 次 提 到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习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杭 州 出 席2016年 二 十 国 集 团 工 商 峰 会 开 幕 式,并 发 表 《中 国 发 展 新 起 点

全 球 增 长 新 蓝 图》的 主 旨 演 讲,提 出 “希 望 杭 州 峰 会 能 够 在 以 往 的 基 础 上,为 世 界 经 济 开 出 一 剂 标

本兼 治、综 合 施 策 的 药 方,让 世 界 经 济 走 上 强 劲、可 持 续、平 衡、包 容 增 长 之 路”,精 准 把 脉 世 界 经

济,直 面 发 展 难 题,为 G20这 一 全 球 经 济 治 理 的 重 要 机 制 提 出 中 国 方 案。2014年7月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出 席 金 砖 国 家 领 导 人 第 六 次 会 晤 期 间,接 受 拉 美 四 国 媒 体 联 合 采 访 时 对 中 国 外 交 政 策 及 国 际 作 用

等 阐 述 了 看 法 和 主 张,其 中 首 次 提 到 了 “中 国 方 案”,之 后 又 在 不 同 场 合 多 次 提 及 “中 国 方 案”。
参 见 袁 达 松、姚 幸 阳: “命 运 共 同 体、 ‘中 国 方 案’与 包 容 性 法 治”,载 《中 国 经 济 法 学 研

究 会2016年 年 会 暨 第 二 十 四 届 全 国 经 济 法 理 论 研 讨 会 论 文 集》,第175~181页。
参 见 袁 达 松:“论 包 容 性 法 治”,载 《经 济 法 学 评 论》 (第 十 五 卷),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2015

年 版,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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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理论研究,推动 “世界经济法治体系”建设,促进世界经济的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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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97页)
实施报告》宣传经济法学科成果。其次,加强和传统学科的联系,通过小型研讨会进行

学科交流,误解止于交流,合作始于了解,法学学科之间的鸿沟随着知识的融合慢慢在

消减,学者们更应顺应这样的潮流,放下成见,走向合作。 “法律学者并不能决定法治

的成功,但是可以决定法治的失败。”〔12〕 学者们的开放态度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再

次,要走入田野,加强调研。 “田野调查”既是一个学术研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宣

传的机会,“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可以借鉴文学学科、历史学科的做法:团

队采风,组建经济法学者团定期调研,走入基层。

  任何一个学科,应不在意所谓学术疆域的大小,而应专注于能否为良法的供给贡献

思想和才智,获得身份认同的 学 科 一 定 是 坚 守 与 创 新 并 在,思 想 性 与 适 用 性 共 存 的 学

科,期待经济法学科以更坚实的步履更丰硕的成果回报伟大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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