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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编撰经济法典的评估

编撰经济法典第二研究小组
(中国计量学院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摇 要] 摇 经济法典的编撰包括经济法典的编纂与创制。 我国现有的国务院法制办与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纂的两个

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典》,起了对单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汇编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部门法属性不强,缺乏严密的

内在逻辑体系等不足;我国原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受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曾组织杨紫烜等全国 20 位经济法学专家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要(起草大纲征求意见稿)》,它对我国基本经济法的创制具有(民间)专家草拟的开拓性意义,但
已难完全适应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对编撰经济法典的评估,有
利于我们总结经验,推动我国经济法典的更好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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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编撰经济法典的涵义及其背景

编撰有编纂与撰述(创制)两种涵义。 编纂是

指按照一定的题目、体例和方法编辑、撰述档案文献

的活动。 因而,法律编纂更多指的是对现有的法律

法规的编辑整理。 而法律创制则更加强调在制定、
认可和变动法律规范,即立、改、废的过程中有自己

的观点与建议。 所以,我们认为,经济法典的编撰包

括经济法典的编纂与创制。 而经济法典的编纂是指

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将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进行汇

编、整理,使之呈现出一定体系的整体的活动。 经济

法典的创制则是指在对经济法律规范制定、认可和

变动的基础上,形成具备经济法的基本法律制度与

逻辑体系的整体,并使之在整个经济法部门中起到

总纲作用的活动。
经济法的概念滥觞于 18 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

义的代表摩莱里、德萨米等人的著作。 至 20 世纪,
经济法这一概念不仅出现在许多国家的法学论著

中,而且在有些国家颁布的法律中已开始以经济法

命名,尤其是在 1964 年,捷克斯洛伐克专门颁布了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 在我

国,1979 年 6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

的官方文件即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

要制定各种经济法。冶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批准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中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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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法律部门组成,由此

将经济法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保

障,也使得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法制

更具有普适性,这将构成现代中国对世界法制文明

的重大贡献。
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推进我国经济法典的制定

与实施,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完善

的经济法的保障。 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整个经

济法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而对现阶段我国编撰经

济法典进行评估,探讨我国的经济法典制定状况与

理论创制基础,更是重中之重。 基于此,本文以国务

院法制办与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纂的两个版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典》以及最初由杨紫烜等

我国经济法学者所草拟的基本经济法相关成果为切

入点,主要涉及体系和内容两方面,聚焦对我国整体

的经济法典的编撰工作的特殊意义,以此进行评估,
以期对早日铸成我国的经济法典能有所助益。

二摇 我国编纂经济法典的评估

2008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统计我国现行有效

的 229 件法律中,属于经济法的就有 54 件。 这一官

方统计有力说明了经济法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突显了经济法作为

七大部门法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毋

庸置疑的地位,同时也为我国编纂经济法典的工作

奠定了基础。 在此,本文主要对我国两部颇具代表

性的经济法典的编纂谈谈看法。
(一)国务院法制办版本与法律出版社法规中

心版本的经济法典概述

国务院法制办编纂的该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

济法典》内容上涵盖经济领域重要的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以及法律法规

规章的适用解释及函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

国家大规模法律文件清理工作的成果。 体例上分

为:1. 公司、企业;2. 合同担保;3. 证券、期货;4. 保
险、票据、信托;5. 税收、财会;6. 贸易,共 6 章。 同时

收录经提炼的法律流程图、诉讼文书、纠纷处理常用

数据等内容,对重难点法条进行条文注释,收录最高

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及其他权威出版物、各高级人民

法院判决公布的典型案例,展示解决法律问题的实

例。 文件以效力层级划分,正文提供相关且有效的

条文援引[1]。
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法典》内容上同样涵盖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收录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
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 目录分

为:1. 总类;2. 财政;3. 国有资产管理;4. 税务;5. 金
融;6. 地质、矿产;7. 能源;8. 交通;9. 铁路;10. 民航;
11. 邮电、信息产业;12. 土地;13. 水利;14. 农林牧

渔;15. 专营专卖;16. 审计;17. 统计;18. 价格;19. 技
术监督;20. 工商管理,共 20 章。 对于重要的法律和

行政法规还附有“导读冶、“参见冶、“条文注释冶、“文
书范本冶和“典型案例冶等内容,以方便读者理解和

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编排体例上按照各法律文件之

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的时间顺序双重原则进行分

类、整合[2]。
(二)编纂评估

不难看出,两部《经济法典》更多体现的是作为

一本工具书性质的“法典冶,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和把握法律规定,以及提高读者处理法律事务的效

率的价值追求。 同时,两部《经济法典》作为国务院

法制办与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所编纂的成果,一定

程度上彰显了我国编纂经济法典的现状和所取得的

成就,反映了我国在经济法的制定方面取得的重大

成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的发展十分迅猛,
相关的法律法规层出不穷。 两部《经济法典》正是

我国各种各样的单行经济法律法规大量问世的集中

表现,相应地,这也使我国单行经济法律法规的特征

得以集中体现。 特征首先表现为数量多,它约占我

国全部现行法律法规的半数以上。 这从法律出版社

法律法规中心版本的“经济法典冶仅目录有 20 章之

多可见一斑。 其次是影响大,不论是分为六章的国

务院法制办版本,还是分为 20 章的法律出版社法规

中心版本的经济法典,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几

乎均有相应的经济法律法规。 因此,我们可以说,以
两部《经济法典》为代表的我国现有经济法典的编

纂活动,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它主要是从领

域立法的角度对经济法律法规进行了编纂,而经济

法典的编纂也可以从部门立法的角度进行编纂,我
国现有经济法典的编纂成果,为我们更好地进行部

门立法角度的编纂提供了参照系。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两部《经济法典》在编

排体例上虽然一部以效力层级划分,一部按照各法

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的时间顺序的双重原

则进行分类、整合,但都没有形成新的体系,缺乏一

个具有科学性逻辑性的总体框架结构,层次感不足。
它们共同的特点难以突出,作用被分化而不能集中。
经济法因此也就难以很好地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
难以直接保障经济快速地、普遍地和持续地实现其

利益最大化,并直接促进增强企业和一国的国民经

济活力,从而保障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作用。
同时,单行经济法律法规的数量庞杂、影响广泛,也
存在着对有关问题规定不一致、相互有所抵触,或者

片面突出部门、地区利益,体现整体利益不够,或者

对于行为的法律后果、执法机关及其职责、执法机关

的行为后果未作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等等[3]。 经济

法也因此更多地显现为多头立法、零散立法、部门立

法,容易引发不同经济法律彼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还应当引起重视的是,有些经济法的法律、法规制定

的时候停滞于其制定的历史阶段,但是随着国内外

情况的发展变化,已经部分地甚至完全不适应我们

当今实际之需要。 经济法典的编纂把这些庞杂的经

济法律法规都汇编在一起,因为经济法律法规本身

尚未形成科学体系,按照领域立法编纂的经济法典,
便将有不断完善的余地。

至于两部《经济法典》,无论是第一部的公司、
企业,合同担保等 6 章还是第二部的总类,财政,国
有资产管理等 20 章,由于它们更多的是从经济领域

的法律法规的汇编,它们并不充分体现经济法的部

门法属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正如德国著名学者维

亚克尔(Wieacker)所说:“法典化并不是汇集、汇编、
改进或重整现有的法律,即就像从前德意志法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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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罗马及西班牙法律汇编一样,而是在于通过新

的体系化和创造性的法律来构建一个更好的社

会。冶 [4]因此,我们编纂部门立法意义上的经济法

典,也就大有可为。
总而言之,我国现已编纂的经济法典证明了我

国经济法的制定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也说明了我

国亟需一部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典》来对庞杂

的相关经济法律、法规进行补充修改,甚至创新,亟
需我们拿出立、改、废的魄力,使其更加充分的与坚

持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相适应。

三摇 我国创制基本经济法的评估

(一)创制沿革

我国现有创制基本经济法之路,最早应上溯至

1980 年北京的一次学术研讨会。 早在那时,我国著

名经济法学者杨紫烜就率先提出要制定一部《中华

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要》的倡议,并极具远见地强

调在条件成熟时再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

典》。 1985 年,杨紫烜、刘文华、徐杰、李昌麒等联合

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要》的建议,以
作为能够对大量经济法律、法规起纲领作用的基本

法,之后该建议公开发表于《法制建设》1986 年第一

期。 1986 年 1 月 6 日,在由杨紫烜教授起草、北京

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 45 位教师和研究生签名的

一封信中,杨紫烜等人再次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

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要》的建议,这一

次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并委托国务院经济

法规研究中心考虑落实。 1986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3 日,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在中共中央党校召

开了《经济法纲要》起草工作会议,全国近 20 位经

济法学专家共同草拟了 10 章 54 条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经济法纲要(起草大纲征求意见稿)》,堪称我

国经济法典创制之路上率先进行(民间)专家草拟

的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1999 年在《湘江法律评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第 3 期上,全文刊载该《起草大

纲征求意见稿》,并发表了杨紫烜,李昌麒,徐杰、刘
俊海,史际春,漆多俊,程信和,陈乃新,王全兴,单飞

跃、袁玲,陆三育、李德庆,程宝山,何文龙等有关创

制《经济法纲要》的论文。 同年,在第七次全国经济

法理论研讨会上,七人小组(程信和、王全兴、张守

文、单飞跃、陈乃新、孔德周、何文龙)提交了《掖经济

法纲要业的法理与设计》一文。 这是自 1997 年郑州

年会上发起,经 1998 年湘潭年会上讨论,并刊载于

2000 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治研究》 (1999

年卷)的又一项我国民间草拟经济法典历程中的重

要理论成果。 进入 21 世纪后,2009 年 6 月 20 日,陈
乃新在北京参加庆祝杨紫烜从教五十周年会议上发

表《制定掖经济法纲要业的建议及其重要意义》的论

文,并刊载于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的《“国家

协调论冶与经济法学———杨紫烜教授从教五十周年

暨学术思想研究文集》一书中。 我国创制基本经济

法漫漫之路,从有学者提出倡议算起,历经三十余

年,经济法学者、专家们始终不遗余力,矢志不渝。
(二)对两项主要成果的评估

1、两项成果体例与内容概述

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要(起草大

纲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起草大纲征求意见

稿》)在结构上分为 10 章,下设节、条。 第一章为总

则性质的经济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

章为经济法主体制度,包括主体的分类以及主体资

格的取得等;第三章涉及经济权利与义务,主要分为

法定与经济合同或协议的规定权利义务;第四五章

分别以国家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而发生的

不同社会关系分为经济管理关系与经济协作关系;
第六章为经济责任制主要包括形式的分类;第七章

主要为包括计划监督、市场监督、财政监督、银行监

督在内的经济监督;第八章针对我国的涉外经济活

动单设 1 章;第九章则是经济法的奖惩制度;最后一

章为附则,关于经济法的解释、修改、公布施行等

规定[5]。
1999 年《掖经济法纲要业的法理与设想》首先以

“献给 20 世纪最后一次中国经济法年会冶为副标

题,展示了“以《经济法纲要》去谱写中国经济法学

21 世纪的序曲冶的决心。 接着对《经济法纲要》过

去的创制历程进行简单回顾,进一步阐述《经济法

纲要》制定的目的与指导思想,并认清在此过程中

需要解决的种种难题,以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 之

后,总结了历经多年经济法学者们经济法基础理论

的研究成果。 介绍《纲要》名称的确立以正其名,辨
其性以确定《经济法纲要》在经济立法中的地位,以
《经济法纲要》的调整范围和方法以及界定基本范

畴定其界、识其广。 最后对《经济法纲要》的基本框

架和内容提出方案和设想,将经济法纲要的主要内

容设想分为总则、国家财产及其他共有财产、宏观经

济调控、国家与地区、地区与地区经济关系的规定、
市场规制、对外经济关系和活动的特别规定经济调

控、规制程序规定、附则 8 个部分共 62 点内容[6]。
2、两项成果评估

首先,《起草大纲征求意见稿》与《掖经济法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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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业的法理与设计》两项重要成果,虽然是民间草拟

的经济法典,但也不失为是我国创制经济法典的最

初尝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尤其是第一项成果更

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下,并接受国务院经济法

规研究中心的委托孕育而出的。 从世界范围的立法

史来看,迄今除了德国于 1919 年制定了《煤碳经济

法》、《钾盐经济法》,以及 1964 年捷克斯洛伐克制

定的《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典》之

外,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制定过以“经济法冶命名

的法律,而上述法律也早已成为历史。 以杨紫烜教

授为代表的我国经济法学者们草拟的《经济法纲

要》,这也就成了当今中国和世界法制实践中的浓

墨重彩的一笔[7]。
其次,两项重要成果既是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的

产物,同时也对经济体制变革起着积极的反作用。
我国 1979 年开始的市场取向的改革,至今已经历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79 年至 1991 年,强调计划

调节为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性作用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 1992 年至 2012 年,强调在国家宏观调

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阶段;第三

阶段是从 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冶以来,强调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冶的阶段。 以此看来,两项成果具有与前

两个阶段相适应的特征,适应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需要,是我国创制经济法典的阶段性成果,这些成

果连同经济法教学与研究的展开,对推动经济法进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起了重要作用。 同

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市场竞争

化、竞争法治化汹涌澎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

者昌,逆之者亡。 以杨紫烜教授为代表的我国经济

法学者草拟《经济法纲要》,积极参与创制经济法

典,也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流。
最后,杨紫烜教授等先行者们草拟《经济法纲

要》,在敢为天下先的同时并未寄希望毕其功于一

役,而是务实地提出先制定《经济法纲要》,待条件

成熟时再制定《经济法典》。 这为我们顺应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创制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

求的经济法典,预留了创意和深入实践的空间。 另

外,《经济法纲要》的两个成果都按照主体、行为、行
为后果等所做的制度设计,也与基本经济法的创制

要求相吻合,这就为我们草拟经济法典提供了较好

的范本。
两项成果虽然意义重大,但也带上其所创制年

代烙印的局限。 一是它们具有阶段性成果的特征。

两项成果或是与改革开放初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相

适应,或是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中

起基础性作用的要求相适应,以《起草大纲征求意

见稿》为例,在第二十七条与第三十三条中都明确

规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冶。 这显然都已无法

满足当下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

求。 二是偏重于对纵向经济关系的调整。 两项成果

都偏重于纵向经济关系的调整,而对横向关系的调

整关注不够,这与政府应当减少对资源的直接控制,
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的要求也不相适应;事
实上,如平等主体的雇主(物力资本权人)与雇佣劳

动者(人力资本权人)之间的劳资关系,经营者与经

营者之间的资资竞争关系等也多有经济法调整的内

容。 我们认为,完善经济法绝不是强化国家行政干

预经济的立法,恰恰相反,是弱化这种干预立法,使
政府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

接干预,以便把国家对经济的超经济的强制,变成顺

应个人可持续可普遍发展的利益最大化需求的立

法[8]。 而政府恰好也可从运用行政权干预经济中

解放出来,以自己的能力权从事市场经济治理,更好

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大有作为。 所以,一方面我们

不能对已有成果苛求,另一方面关键是我们要加紧

创制出科学的基本经济法。 这就是说,创制经济法,
一是要通过确认、设定和保护劳动能力权,保障经济

发展公平为我们全面发挥和提升全国各族人民创造

财富的能力提供法制保障;二是要防范和消解市场

经济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9],兴市场经济之利,
除市场经济之弊,发挥其工具性价值。 我国基本经

济法的创制应力求更加充分地符合市场经济的要

求,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的需要,以利于我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

争得全球增量利益同创共享的权益,以及调整好本

国内部的民与民、官与民的增量利益的同创共享,更
好地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

四摇 我国编撰经济法典的展望

首先,我国编撰经济法典已有制定与实施的大

量经济法律法规实践的支撑,还有了编纂经济法典

的某种经验可供参考。
其次,我们编撰经济法典也有了相当的经济法

学理论的支撑。 这正如我国著名经济法学者杨紫烜

所说:“目前,从总体上来说,无论在发表和出版的

经济法论著方面,还是在经济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方面,中国正在、甚至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冶 [10]

1979 年以来我国经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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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而重要的学科,产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发

展很快。 其一,在第一阶段即 1979 年至 1991 年强

调计划调节为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辅助性作用

的阶段,产生了以“纵横统一说冶为主的各种经济法

理论。 其二,在第二阶段即 1992 年至 2012 年强调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

阶段,形成了“国家协调论冶 [11]、“需要国家干预论冶
[12]、“国家调节说冶 [13]、 “国家调制论冶 [14]等经济

法理论,如肖江平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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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加影响于爷经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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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运行过程中产生

的。冶 [15] 这些理论都体现了“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

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冶的经济体制中的经济法

的特征。 当然,也有徐杰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

管理和经济协作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冶 [16];以及史际春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

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

协作关系的法冶 [17]。 这些理论还兼顾了经济法对某

些横向关系的调整。 其三,2013 年以来,我们进入

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

政府作用冶的阶段,这将是我们实行完全彻底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从此,适应这种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经济法必将形成。 应当认为,以往的经济

法及其经济法学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

特征,从而带有转型经济法及其转型经济法学的特

征;但是,我们也不难在各种经济法律法规中发现经

济法更为稳定的本质:“经济法是调整以社会化生

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増量利益(人
工孳息)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冶 [18],经济法确认、
设定和保护主体的劳动能力权,规范主体的增量利

益的同创共享行为,维护主体“各尽其能,各得其

所冶的利益(也有人认为“经济法的核心权利是增量

财产权,经济法也就是调整增量财产权关系,维护建

立在增量财产权基础上的财富创造与分配秩

序。冶 [19]);经济法作为需要重新建立的劳动力个人

所有制的法律形式,它对我们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提

高全国各族人民劳动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能力,顺
利完成宪法规定的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具有极其重大

的意义。
比照历史,法国民法典是为了重建法国大革命

推翻旧政权后的法律秩序、奠定新的秩序而制定的,
其巩固了大革命时期留下的革命成果,促进了新秩

序的形成,为新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20]。 这表明

了法典化促进法律和政治的统一的功能[21]。 今天,
我们编撰《经济法典》,其意义将更加重大而深远。
如果说民法典使主体既有的财产权、人身权得到了

系统的法律保障,从而为我们创造财富提供了基础

性条件;那么经济法典将使主体的劳动力权(增量

财产权)得到系统的法律保障,从而为我们创造财

富提供了主导性条件。 只有经济法典和民法典并举

才能真正做到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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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sessment of China爷s Compilaton of the Economic Codes

The Second Research Group of the Economic Codes Compilation
(China JinagL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摇 The writing of the economic codes comprise the compila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 economic codes. The current
two existing economic codes of the PRC versions wirtten by the Office of the Legislative Affairs of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Law Press
Center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ompiling the special economic laws, but the deficiencies existed are the weak law awareness in
the departments and the scarcity of rigorous logic system. etc. Entrust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comrade, China爷s former Economic
Laws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has organized Yang Zixuan and other 19 national experts on economic laws to draft the out鄄
line of the economic law of PRC, which produced a pioneering meaning to the writing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laws based on the ex鄄
perts爷 draft, but it爷s hard to completely adapt to the need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at requires the market to paly a decisive
role to the resource distributions and gives government better use. The assessment to the economic codes compilation is beneficial for us
to learn a lesso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爷s economic codes compilation.

Key words:摇 economic codes;摇 writing;摇 compilation;摇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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