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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经济法基础理论



经济法概念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经济管理和协调发展经济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

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特点
经济法具有社会性、经济性、政策性、行政主导性和综合性等特点，旨

在保障国家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公共利益的实现。

经济法的概念与特点



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形成和发展与商

品经济、市场经济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密切

相关。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法萌芽，到垄

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法形成，再到现代社会经

济法的不断完善，经济法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成熟。

历史沿革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经济法面临着

新的挑战和机遇。未来，经济法将更加注重国际

经济秩序的维护和跨国经济活动的规范，同时加

强对新兴经济领域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的法

律监管。此外，经济法还将进一步强化对消费者

权益、劳动者权益等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以实

现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发展趋势

经济法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

经济法和民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和

法律原则等方面具有密切联系。民法主

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

关系，而经济法则侧重于调整国家干预

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关系。二者相

互配合，共同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

与民法的关系
商法是调整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与经济法具有一定的交叉

性。商法主要关注商事主体的组织、行

为及权利义务等问题，而经济法则更注

重从宏观角度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和监

管。二者在各自领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

，共同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

与商法的关系
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与经济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手段等

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行政法主要关注行

政机关的组织、职权及行为等问题，而

经济法则侧重于从经济角度对行政活动

进行规范和监督。二者相互衔接，共同

保障国家行政管理和经济秩序的正常运

行。

与行政法的关系



02 市场主体法律制度



登记程序
市场主体设立需依法进行登记，包括名称预先核准、提交申请材料、领取营业

执照等环节，确保市场主体的合法设立。

市场主体类型
包括企业法人、非法人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各类主体在市场中具有不同的地

位和角色。

设立条件
各类市场主体设立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注册资本、经营场所、人员资质等，

确保市场主体的合法性和经营能力。

市场主体类型及设立条件



市场主体权利与义务概述

权利内容

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财

产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受到法律

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义务履行 权利救济

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应履行诚信

守法、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

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市场

秩序。

当市场主体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可

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

式寻求法律救济，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行为规范

政府相关部门是市场主体的主要监管

主体，依法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督管理，

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

监管主体

监管措施
政府可采取多种监管措施，如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对市场

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和纠正，保

障市场的健康发展。

市场主体在经营活动中应遵循国家法

律法规、行业标准和市场规则，不得

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市场秩序的

良性运行。

市场主体行为规范与监管措施



03 市场竞争法律制度



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损害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定义

包括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低价倾销、搭售和附加不合理条件

等。

不正当竞争行为类型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定了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

责任，以确保市场竞争的公平和秩序。

法律责任与制裁措施

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



垄断行为定义

指经营者单独或者联合实施的妨碍、限制或者排除市场竞争的行为。

垄断行为类型

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或限制竞

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等。

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职责

国家设立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反垄断执法工作，维护市场的

公平竞争。

反垄断法律制度



消费者权益保护及产品质量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原则
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

产品质量责任制度
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对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

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途径
消费者与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投诉、仲裁和诉讼等途径解决。



04 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



财政税收法律制度

财政支出法律制度

重点讲解预算法、政府采购法、转

移支付法等财政支出相关法律制度

，以规范政府财政行为。

税收法律体系

详细介绍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

、税收争议解决机制等，帮助学生

全面了解税收法律制度。

财政法基本原则

阐述财政法定、财政公平、财政效

率等基本原则，为理解财政税收法

律制度奠定基础。



金融市场监管
介绍金融市场监管的主体、对象、内容和方法，以保障金

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证券发行与交易
详细阐述证券发行、交易的条件、程序和监管措施，以维

护证券市场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
重点讲解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和处置的法律制度，以防范

系统性金融风险。

金融证券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政策
重点讲解环境保护、资源节约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以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

产业政策法
介绍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等相关法律制度，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区域发展政策法
阐述区域发展政策的目标、原则、措施和法律制度，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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