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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中国经济法学从改革开放初创至今 ,发展过程始终呈现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局面 ,学

术成果不断涌现 ,对整个中国法学的发展与繁荣贡献突出。本刊本着倡导学术自由的精神 ,在这里集中

发表以下三篇论文 ,但不代表本刊立场。

转轨经济法 :一种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
———基于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历程考察

3

朱崇实 ,李晓辉

(厦门大学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我国经济法肇始于 1978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时代 ,立足于我国转型经济的现实土壤 ,历经“有

计划商品经济 ”到市场经济的跃迁 ,在我国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成长壮大。自身成长壮大的需要

和社会经济变革的需求 ,都注定它必须面向不断试错的、渐进的社会转型需要 ,回应和影响市场经济跌宕起伏

的动态进程 ,呈现一种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 ,在完成型塑我国社会经济的过程中发展、嬗变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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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n ting Econom ic Law : a Gradua lly Chang ing System M odel
—From the V iew of Thirty YearsπDevelop ing Course of Econom ic Law

ZHU Chong2shi, L I Xiao2hui
(L aw School, X iam en U niversity, Fu jian, X iam en 361005, China)

Abstract:Our countryπs econom ic law started at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2up time in

1978, based on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econom ic system reform, went through“p lanned com2
modity economy”to market economy, grow up following the our countryπs magnificent econom ic sys2
tem reform. The need of econom ic lawπs growing up and the need of social and econom ic reform

makes it face to the gradual social reform need, reflect and inference the dynam ic p rogress of market

economy, show itself as a gradually changing system model, develop , change and become mature in

the p rocess of modeling our countryπs social economy.

Key words: shunting econom ic law; thirty years; converse; respond

我国经济法肇始于 1978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时代 ,从一开始就以国家控制经济和经济体制改革

为背景 ,与西方国家“市场主导型 ”的发展进路相反 ,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政府推进型 ”模式 ,独

特的社会经济背景使其与西方传统的经济法有诸多差异 ,打上了深深的“转轨经济法 ”烙印。通过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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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法学三十年发展历程的考察 ,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建立在市场充分发育基础之上的经济法理论 ,并

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我国转轨经济的现实问题。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应以“转轨经济法 ”为基础 ,回归

到转轨经济的社会现实中来 ,回应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在需求 ,在不断变革中寻求合理化的发展路径。

一、我国经济法学三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和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学 ”,以 1978年“改革开放 ”和“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 ”的提出为契机应运而生 ,以 1986年《民法通则 》的颁布为界限而进入调整修正阶段 ,以 1992

年“市场经济 ”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标志而进入迅速发展阶段 ,并伴随着 2001年我国加入 W TO而进

入了与国际接轨的全面发展阶段 ,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法律体系重整一道走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历程。

大体而言 ,基于转轨经济的现实需求 ,我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可分为两大界限分明的阶段 ———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时期的经济法学 (1978年 —1992年 )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学 (1992年至今 ) ,前者又可细

分为初创阶段和调整修正阶段 ,后者又可细分为迅速发展阶段和全面发展阶段。

(一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法学

1. 初创阶段 (1978年 —1986年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并

陆续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改革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84年 10月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明确提出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作为改革的

方向。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 ,突出了法律对经济的规制和调整作用 ,也是加强经济立法和科学意义上的

经济法在我国逐渐形成的过程。可以说 ,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长期以来实行的不适应社会生产

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法学产生的政治和经济基础。这一时期 ,为保证繁重的经济立法任

务得以落实 , 1981年 7月 ,国务院成立了“经济法规研究中心 ”(1986年并入国务院法制局 ) ,国务院有

关部委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先后建立或确定了主管经济法规的机构。为了迅速建立经济法

律、法规体系 ,经国务院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原则批准 ,我国在 1982年制定了

《1982年～1986年经济立法规划草案 》,共列了 12类 145个法规 ,涉及社会经济的各个重要方面 ,如所

有制、财政、税收、金融、土地、资源、计划和经济管理、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等。与此同时 ,从 1979年到

1985年经济法学界至少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性的、规模大小不一的经济法学术研讨会和经济法制工作

会 ,促进了经济法学的形成和发展。大量经济法律、法规的公布和实施以及众多经济法学者对实施中反

馈问题的研究和对经济法规体系构建的探讨 ,构成了我国经济法学产生的法制和学术基础。

该阶段我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刚刚起步 ,社会经济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加以调

整 ,即使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 ,也往往比较原则、粗糙。作为经济法学理论的启蒙阶段 ,其形成的学说

较为浅显和朴素。总体来看 ,该阶段的经济法学说可分为经济法否定论和经济法肯定论两大派别。坚

持经济法否定论观点的主要有综合经济法论〔1 〕、学科经济法论〔2 〕和经济行政法论〔3 〕。坚持经济法肯

定论观点的主要有纵横统一论〔4 〕、纵向经济法论〔5 〕、计划经济法论〔6 〕和意志经济关系论〔7 〕。经济法

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 ,在该阶段既缺乏必要的理论积累 ,又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 ,而且

由于根源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有观念 ,其学说的形成和理论构建有很深的前苏联法学的烙印 ,如

综合经济法论、学科经济法论、纵横统一论、经济行政法论等都能在前苏联经济法理论中找到其影子 ,形

成了被称为“大经济法 ”的体系 ,甚至一度使人们误以为“经济法就是有关经济的法 ”。但历史地看 ,他

们是在当时我国既没有民法 ,也没有行政法和劳动法 ,更没有经济法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其求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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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的探索精神、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对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奠基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2. 调整修正阶段 (1986年 —1992年 )

1986年《民法通则 》的颁布在为经济法学的发展带来阵痛的同时 ,也为经济法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

发展机遇。《民法通则》第 2条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

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这条规定给许多经济法学说带来巨大冲击 ,并一度使经济

法学举步维艰 ,经济法学界开始重新审视、调整其主要理论。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草

案 ) 〉的说明 》则进一步指出 :“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政府

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 ,不是平等主体之间的

经济关系 ,主要由经济法、行政法调整 ,民法基本上不作规定 ”。至此 ,一方面 ,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的

地位得以确立 ,民法学界与经济法学界之间否定论与肯定论之争在立法上得以平息。另一方面 ,民法对

横向经济关系调整的确定 ,则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代表的“大经济法 ”观点进入了调适和修正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 ,所谓经济法学的调整修正阶段 ,实质上主要是纵横统一论的调整期。根据《民法通

则 》的精神 ,坚持纵横统一论的学者 ,一部分转向纵向经济关系论 ,另一部分仍坚持经济法对横向经济

关系的调整 ,只是范围有所缩减。自此 ,经济法学界的争论转为修正形态的纵横统一论与纵向经济法论

之间关于经济法调整范围的争论。同时 ,由于行政法也涉及到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且当时的经济管理

关系仍体现出强烈的行政隶属性 ,因此又使得经济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冲突愈益激化和表面化。在与民

法和行政法的冲突碰撞中 ,经济法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 ,学者们对前期的经济法体系研究进

行了认真的反思 ,认识有较大的进步 ,逐步把不是经济法体系的内容剔除出去 ,如《经济合同法 》、《劳动

法 》等 ,“大经济法 ”的观点逐步被修正 ,经济法体系日益科学化 ,更加接近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

该阶段 ,大多数经济法学者是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角度来揭示经济法基本属性的 ,随着

经济法体系的日益完备和在社会经济中不可替代作用的凸显 ,其他部门法学的学者们对此也不再持有

异议 ,这是共识之一 ;共识之二是 ,经济法最本质的特征是体现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 (调节、协调、

调制 ) ;共识之三是 ,随着《民法通则 》的颁布和实施 ,平等主体之间的合同 (协作 )关系被排斥在经济法

调整范围之外 ;共识之四是 ,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 (公共 )利益而施加影响于

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该阶段形成的主要经济法学说有管理 ———协作论〔8 〕、密切联系论〔9 〕、经济行

政法论〔10〕(一种经济法肯定论 ,区别于早期的否定论 )、经济管理关系论〔11〕和企业经营管理法论〔12〕。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学

1. 迅速发展阶段 (1992年 —2001年 )

1992年 ,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为新一轮的

改革确定了方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市场在资源的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 ,要求进一步削减计

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这为经济法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1993年 3月 ,八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 ,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完

善宏观调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使我国的改革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

1993年我国确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 ,提出了“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

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的金融体制改革目标 ,在财税领域实行了分税制改革 ,并相继进行了外贸、医疗、住

房、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改革。

反映在经济法学研究上 ,可以说市场机制的引入使经济法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开始了一个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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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济法学界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机遇 ,学者们纷纷调整其原有的理论和学说 ,以使之适应市场经

济的要求和规律 ,同时 ,又有不少新的理论学说不断被提出。该阶段的经济法研究开始摆脱前苏联法学

的羁绊 ,逐步同西方国家的经济法理论接轨 ,更多地借鉴了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成果 ,开始对

经济法的定位、宗旨、价值选择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研究的方法论上 ,这时的经济法学说开始以市

场机制和国家干预的双重性为基点 ,而不再以“计划因素 ”为基点来探求经济法概念 ,各学说所主张的

经济法调整范围也都大有缩减 ,与以前相比有了较多的共识 ,基本上抛弃了“大经济法 ”的观点 ,退出了

若干不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律制度研究 ,经济法学的理论性、思想性急剧加强 ,我国主要的经济法学说

都是在该阶段形成的 ,主要有 :国家协调说〔13〕、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14〕、新“纵横统一说 ”〔15〕、国家调

节说〔16〕、国家调制说〔17〕、需要国家干预说〔18〕、国家为一方主体说〔19〕、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说〔20〕、干预政

府说〔21〕、经营管理经济法说〔22〕、经济行政法说 (一种经济法否定说 )〔23〕、宏观调控说〔24〕、市场经济法

说〔25〕、增量利益分配法说〔26〕等。

2. 全面发展阶段 (2001年至今 )

进入崭新的 21世纪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扑面而来 ,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

要求 ,也是社会化大生产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的结果 ,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其外 ,要发展本国经济就要主

动融入其中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 ,与世界经济保持

同步。我国经过 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 ,市场已经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绝大多数商品的价

格都是由市场形成的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起来了。W TO是经济全球化在当代的表现 , 2001年

12月我国正式加入 W TO, W TO的非歧视性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透明度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市场准

入原则将逐步贯彻和反映到经济法的体系框架内。根据 W TO的相关原则、规则对我国现行的经济法

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 ,是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此外 ,以信息经济为表征的知识经济

的兴起 ,对经济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该阶段的经济法学研究突出地表现为从理论研究到立法、司法实践上与国际接轨。首先是从中央
到地方全面修改和清理了一大批与 W TO规则不符的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 ,如修订《著作权法 》、《商标

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等 ,同时又新制定了一系列与国际市场接轨所必需的
法律、法规 ,如《信托法 》、《政府采购法 》、《企业破产法 》、《企业所得税法 》、《反垄断法 》、《企业国有资产

法 》等。激荡的改革进程要求经济法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积极回应和影像这一动态过程 ,对原有理论做

出适当的反思、调适、扩充与重构 ,例如有学者提出经济法的国际调节〔27〕、转轨经济法学〔28〕等观点。该
阶段的经济法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是共识大于分歧 ,其基本共识有 :经济法调整对象方面的共识 :经济法

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中 ,国家或政府总是或者常常是一方主体 ;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家“施加
影响于 ”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为了社会整体利益而施加影响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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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法价值方面的共识 :公平、效益、经济民主、经济秩序、社会利益。经济法基

本原则方面的共识 :社会整体效率原则 ;经济公平与公正原则 ;经济协调行为法定原则。经济法体系方

面的共识 :经济法主要由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经济法责任方面的共识 :经济法有自己独立的

责任形式 ,对传统的责任形式有所借鉴和拓补。而其分歧主要集中在语言表达的细微不同方面 ,如“协

调”、“调节 ”、“调制 ”、“规制 ”等 ,但其所指代的内容却大同小异 ,此外经济法在调整范围、基本范畴、责

任形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同的观点 ,需要进一步厘定。

二、转轨经济法 :解读我国经济法发展进程的一把钥匙

透过经济法三十年纷繁复杂、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 ,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经济社会和法律发展依循

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和国家推进型的现代化模式 ,在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反思和扬弃中 ,逐步建立和完善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体而言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国内统一市场的构

建、行政性垄断的打破以及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混合经济模式的形成 ,无不体现出经济转轨的时代烙

印。这在客观上要求直接承载国家之手对经济社会关系介入和安排的经济法 ,必须面向不断试错的、渐

进的社会转轨需要 ,担当塑造市场经济形态、落实国家在调控和规制经济领域的法制构建的历史任务 ,

呈现鲜明的“转轨经济 ”的发展品格。在经济转轨过程中 ,经济法学本身也在不断转轨。转轨经济法可

以成为我们认识和解读我国经济法发展进程的一把钥匙 ,回答和诠释我国经济法学研究中的诸多困惑

和纷争 ,探寻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合理化进路。
(一 )我国经济法的“逆向 ”进程

由于历史和社会体制的原因 ,我国经济法学在诞生之初深受前苏联经济法思想的影响 ,综合经济法

论、纵横统一论等都可以在前苏联经济法学者那里找到其理论渊源。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改革方向以后 ,前苏联的经济法思想在指导社会经济实践中逐渐式微。与此同时 ,更多的经济法

学者经过对西方经济法产生和发展历史的考察 ,认识到经济法是国家运用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主动干

预经济运行的法律 ,却忽略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建立在市场充分发育和垄断资本主义出现的基础之上 ,市场

机制已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础性作用 ,国家干预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进行的 ,是“市场主导型”的发展进

路。与之相反 ,我国的经济法从一开始就以国家控制经济和经济改革为背景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建立

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强大的政府、无孔不入的国有经济、四分五裂的国内市场和孱弱的

市民社会 ,构成了与西方经济法产生截然不同的“逆向”发展进程。对照西方传统的经济法理论 ,我国的市场

在哪里 ?市场失灵的领域有哪些 ?经济法在我国何以获得产生的机缘和发展的动力 ?

部分经济法学者在研究我国经济法时 ,简单机械地套用和照搬西方经济法的概念、原理和相关理

论 ,而忽略了经济法在西方国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及其与我国基本国情的巨大差异。西方国

家建立在市场充分发育基础上的成熟的经济法理论 ,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我国转轨经济的现实问题。

在我国 ,由于改革之初 ,市场机制还未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国家之手干预经济的目的长期

以来并不是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 ,而是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和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这直接导致从西

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翻译、借鉴、移植而来的经济法概念、价值、调整手段等 ,在现实经济改革的阶段

性需要中集体失语 ,以致无助、彷徨和失望的情愫一度肆意蔓延。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国的经济法必须

面向渐进的社会经济转型需要 ,回答和诠释动态而又复杂多变的经济改革过程。经济法学者们应转换

学术思维模式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的变迁情境 ,以创新的智慧 ,重新理解和诠释我国经济法的历史任务、

本质特征、价值取向等 ,完成对我国经济法独立地位的认识、本质规律的揭示、特有范畴的提炼、研究范

式的确立和体系结构的构建。例如 ,在我国新出台的《反垄断法 》中设专章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制 ,正

是基于行政性垄断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普遍性、长期性和顽固性考虑的 ,虽然这一规定从长远来看

与我国反垄断法的发展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二 ) 我国经济法的学说史

源自于前苏联法学家 B·B·拉普捷夫的“纵横统一论 ”在改革之初成为主流理论 ,它通过洞察经

济结构中“横向经济关系和垂直经济关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29〕,主张经济法在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
超越私法和公法局限而获其独立性依据 ,进而阐发经济法的原则、任务、体系和范围等。它触及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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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本质规定性 ,概括和回应了“有计划商品经济 ”的基本要求 ,虽然后来因其对国家权力本位和社会
主义经济计划性的推崇和维护而逐渐失去生命力 ,但仍是对该阶段商品经济因素的客观反映 ,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和相当的开拓精神〔30〕。但我国的经济改革很快就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为导向 ,“纵横统一
论 ”理论因一时难以离弃计划性的思维定势和分析结构 ,固守“大经济法 ”的疆界划分 ,最终在回应现实
改革的需要中迷失和式微。

“市场经济 ”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法学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经济法学者以无比的热情和
深邃的智慧 ,跳出传统部门法划分的藩篱 ,逐步确立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初步建立了经济
法的范畴体系 ,创立了独特的经济法责任形式 ,并以巨大的包容性和解释力形成与外部经济环境的良性
互动 ,以独特的嬗变方式映像我国社会经济的跃迁 ,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改革大潮中循序而生 ,因势而
上。经济法学一方面回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现实需要 ,另一方面也使自身取得了
巨大的包容性〔31〕,为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和探寻新的研究进路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国家协调说 ”、
“国家调节说 ”、“需要国家干预说 ”、“社会公共性经济管理说 ”、“国家调制说 ”等经济法学说的创
立〔32〕,无疑是立足于我国社会经济现实需要对经济法传统理论的扬弃和超越 ,比较接近我国社会经济的
现实情况和制度构建的需要。特别是“转轨经济法学”概念的提出 ,可以使“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回归到转轨
中国的社会现实中来 ,解决改革现实中的真问题 ,自觉区别于西方范式 ,消解中国经济法学严重的正当性危
机 ”〔33〕,这对立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 ,探寻经济法特有的发展进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三 )我国经济法的回应性
面对 20世纪社会变革的新潮流 ,美国 P·诺内特等人提出了“回应型法 ”的概念 ,以区别于“压制型

法”和“自治型法 ”〔34〕。他们认为 ,“回应型法 ”的法律目的是权能 ,其合法性来源于实体正义 ,其规则从
属于原则和政策 ,执法者具有扩大了的、但仍对目的负责的自由裁量权 ,其法律愿望与政治愿望达到了
一体化。有学者认为 ,经济法正是具有回应型法特征的部门法 ,因为经济法在应对经济政策的推行方面
有极高的敏感度 ,并以回应性方式提高自身运行的合理性和实效性 ,以求在多元化的利益格局中把握社
会整体利益的实现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回应性 ’的要求 ,用‘回应性 ’来概括经济法在对社会经
济环境中的各种变化作出反应时的特征似乎更为贴切 ”。〔35〕从一定意义上说 ,回应性是经济法的内在
品格 ,即经济法必须对外部因素进行反映和吸纳 ,以映像社会经济转轨过程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
国经济法的回应性是指经济法对社会环境中的各种变化做出反应的特性。我国现实经济关系的变动 ,

大到国家整体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调整 ,小到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都
能直接反映到我国经济法的变化中。而且 ,除了能够对经济法产生影响的经济性因素外 ,我国的政治体
制、文化传统、法制观念 ,甚至是社会舆论特别是一些权威的新闻机构的倾向性评价 ,都可能对经济法的
变化产生推动作用。这时 ,经济法或者从立法上发生变化 ,或者通过司法途径体现出某种变化 ,其变化
的速度也十分敏捷 ,往往与经济关系本身的变化同步推进。而“转轨经济法 ”的提出 ,从某种意义上说 ,

正是对我国转轨经济现实的一种积极回应和解读 ,是社会经济发展对制度的阶段性需求 ,是无法人为僭
越的。同时 ,我们也应认识到 :“转轨经济法只是经济法的一种过渡形态 ”、“市场经济法范式是经济法
的本原形态 ,当转轨完成之后 ,转轨经济法又应当而且必须回归到这一原初范式 ”。〔36〕

概言之 ,我国的经济法肇端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发轫于改革开放的变革时代 ,立足于转轨经济
的现实土壤 ,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道 ,走过了三十年的风雨历程 ,呈现一种渐进的制度变迁模式。独特的
社会经济背景使其与传统西方经济法有诸多差异 ,打上了深深的“转轨经济法”的烙印。相应地 ,我国的经济
法学研究也应以“转轨经济法”为基础 ,回归到转轨经济的社会现实中来 ,回应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在需求 ,糅合
和超越传统经济法学理论 ,在不断变革中寻求发展 ,努力探寻我国经济法学发展的合理化进路。

92

〔30〕

〔31〕

〔32〕

〔33〕

〔34〕

〔35〕

〔36〕

孔德周. 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 [ J ]. 政法论坛 , 1997, (1) .

张守文. 经济法理论的重构 [M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2004. 509.

肖江平. 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 [M ]. 北京 :人民法院出版社 , 2002 . 288 - 296.

陈云良. 转轨经济法学 :西方范式与中国现实之抉择 [ J ]. 现代法学 , 2006, (3) .

P·诺内特 , P·塞尔兹尼克. 转变中的法律和社会 [M ]. 张志铭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1994. 18.

刘普生. 论经济法的回应性 [ J ]. 法商研究 , 1999, (2) .

陈云良. 回到中国———转轨经济法的存在及其价值 [ J ]. 法制与社会发展 , 2007,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