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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概述与体系



经济法定义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经济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特点
经济法具有经济性、政策性、社会性、规制性等特点，旨在维护社会经

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经济法定义及特点



经济法体系构成

市场主体法

规定市场主体的组织和行为，包括公

司法、合伙企业法等。

市场行为法

调整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包括合同

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等。

宏观调控法

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

济关系，包括税法、金融法、价格法

等。

社会保障法

调整在社会保障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

系，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关系

与民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民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

法和法律责任等方面有所不同，但

二者都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

部门，具有密切的联系。

与行政法的关系 与刑法的关系

经济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对象、调整

原则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行政法为

经济法的实施提供了行政手段和支

持。

经济法与刑法在调整对象、法律责

任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但刑法为

经济法的实施提供了最后的保障手

段。



经济法立法不断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法立法不断完善，涵盖了市场主体、

市场行为、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各个领域。

经济法实施机制逐步健全

经济法研究不断深入

当代中国经济法发展概况

我国逐步建立了完善的经济法实施机制，包括行政执法、司法审判、仲裁等多种

方式，有效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随着经济法实践的不断发展，我国经济法研究也不断深入，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

的经济法学派和研究成果，为经济法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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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基本原则与价值取向



经济法基本原则阐述

指经济法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法律地位平

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承担同等的义务。

经济法主体平等原则

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

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以纠正市场

失灵和政府失灵。

指经济法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应遵循民

主的原则，实现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国家适度干预原则

指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以保护社会公

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社会本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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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3 经济民主原则



经济法通过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等法律制度，营造公平的市场竞

争环境，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

经济法通过宏观调控、产业政策等法律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

经济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资源配置效率的追求

经济法在追求公平的同时，也注重效率的提升，力求在二者之间达

到一种动态的平衡。

公平与效率的协调

公平与效率在经济法中的体现



秩序与自由在经济法中的平衡

市场秩序的维护

经济法通过制定市场规则、加强市

场监管等措施，维护良好的市场秩

序，保障市场经济的稳定运行。

经济自由的保障 秩序与自由的统一

经济法尊重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

保护其合法的经营自主权，激发市

场活力和创造力。

经济法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同时，也

注重保障经济自由，实现秩序与自

由的有机统一。



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经济法注重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实现

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化
经济法强调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促进社会和谐

与可持续发展。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经济法通过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制度，切实保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责任本位思想在经济法中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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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制度



市场主体类型
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如个体工商户、公司制企业、合伙企业

等。

准入条件
各类市场主体需满足的法定条件，如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经营场所等，

以确保市场主体的合法性和经营能力。

市场主体类型及准入条件



根据投资者需求、经营规模、行业特点等因

素，合理选择企业形态，如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等。

企业形态选择

依据企业形态和业务需求，设计高效、合理

的组织结构，包括部门设置、职责划分、人

员配置等。

组织结构设计

企业形态选择与组织结构设计



强化股东权利意识，完善股东诉讼制度，确保股

东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股东权利保护

明确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责权限，加强其对公司

经营管理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董事会与监事会职责强化

规范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和真实性，便于投资者做出理性决策。

信息披露透明度提升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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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清算程序及债权人权益保障

债权人权益保障

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依法保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如债

权优先受偿、参与清算分配

等，防止企业恶意逃废债务

。

破产清算程序

明确企业破产清算的法定程

序，包括破产申请、受理、

清算组成立、债权申报与确

认等环节，确保程序公正合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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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为监管法律制度



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
明确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如虚假宣传、商业贿赂、侵犯商业秘密、低价

倾销等。

认定标准与程序

法律责任与处罚措施

反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与处罚措施

阐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包括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方式等要素，

并介绍认定程序。

说明不正当竞争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并列举具体的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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