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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经济法纲要》的若干问题

杨摇 紫摇 烜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市 100871)

[摘摇 要] 摇 《经济法纲要》作为基本的经济法规范性文件,调整范围广、稳定性强、法律效力高。 目前制定《经济法纲要》
是建立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同时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维护经济法制度统一和推动经济法学的发展。 制定《经济法纲要》已具备了社会条件、法制环境和相应的理论准

备。 《经济法纲要》的基本内容包括总则、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法主体、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和经济法责任。 要

制定好《经济法纲要》适应加强经济法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和《经济法纲要》拟订、建议与起草工作,并最终提交国家立

法机关审议通过与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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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经济法纲要》的概念和为什么使用这一概念

(一)《经济法纲要》的概念

《经济法纲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

要》的简称,是将由全国人大制定的经济法规范性

文件体系中的基本经济法规范性文件。 相对于经济

法规范性文件体系中的其他层次的经济法规范性文

件来说,其调整对象范围广、稳定性强、法律效力高,
是处于统率地位的基本法律淤。

(二)为什么使用《经济法纲要》这一概念

从 1985 年笔者首次提出制定《经济法纲要》的
建议以来,在经济法学界研究讨论的过程中,关于这

部基本经济法规范性文件的命名问题,有些学者分

别建议采用《经济法总则》、《经济法典》等名称[1];
有的学者认为,“纲要冶并不是法学概念,并没有法

律味,《经济法纲要》不使用为好。 笔者认为,需要

由全国人大制定的这部基本法律还是称为《经济法

纲要》较好。 理由如下:
一是称《经济法纲要》名副其实。 纲要,是指事

物最主要的、关键的部分,对其他部分影响极大。 从

我们所要制定的这部法律的结构、内容、繁简程度和

它在全部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中所处的统率地位来

看,称其为《经济纲要》是名副其实的[1]。
二是称《经济法纲要》比称为《经济法总则》要

好。 因为称《经济法纲要》可以作出较为合理的结

构安排。 它除了总则以外,还可以包括分则和附则,
这样的结构较为合理,内容也较全面,具有一定的可

操作性,可以在全部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中发挥统率

作用。 如果制定一部称为《经济法总则》的法律,就
难于将分则和附则作为其组成部分,内容不够全面,
可操作性会差一些,作用会受到影响[1]。

三是《经济法纲要》区别于《经济法典》。 当前

我们要制定的《经济法纲要》和以后条件成熟时才

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即《经济法典》 [2],
虽然都应该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

律,是经济法这个法的部门的基本法,但两者又有明

显的区别。 其主要区别之一是:前者内容全面,但简

明扼要,条文以 200 条上下为宜;后者不仅内容全

面,而且较为详细,条文应该在 600 条以上。 因此,
前者宜称为《经济法纲要》,以区别于《经济法典》。

四是称《经济法纲要》表明它是一部经济法律,
区别于被称为“纲要冶的非规范性文件。 长期以来,
“纲要冶这一概念被人们广泛使用。 例如:将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称为“计划纲要冶;将其他事业

的发展,称为有关“发展纲要冶;将讲课提纲称为“讲
授纲要冶;等等。 可见,“纲要冶并不是法学概念,并
没有所谓法律味。 但是,不能据此就认为,《经济法

纲要》没有“法律味冶,不宜使用。 因为“经济法冶是
一个法学概念,称《经济法纲要》就清楚地表明它是

一部经济法律,而不能认为它没有所谓法律味[1]。



五是称《经济法纲要》吸取了有关立法经验和

研究成果[1]。 在我国,1954 年政务院制定了《国营

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1957 年囯务院制定了《水
土保持暂行纲要》。 在前苏联,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

期至 80 年代初,苏联最高苏维埃公布了 15 部苏联

和各加盟共和国的立法纲要(其中包括《土地立法

纲要》、《水立法纲要》、《森林立法纲要》、《劳动立

法纲要》、《国民教育立法纲要》、《民事立法纲要》、
《刑事立法纲要》等)。 这就积累了一定的立法经

验。 与此同时,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以及法制建设的需要,考虑到国内外相关立

法的经验,我国学者不仅在 1985 年提出了制定《经
济法纲要》的建议,而且在我国召开的多次经济法

理论研讨会上继续就制定《经济法纲要》的问题提

交了学术论文,并进行了讨论。 在我国发表和出版

的有些经济法论著中,也就制定《经济法纲要》的问

题进行了论述。 这就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二摇 制定《经济法纲要》的必要性

(一)制定《经济法纲要》是“建立完备的经济法

规体系冶的需要

1985 年 9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力争在‘七五爷期间建

立起比较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冶的任务[2]。 1986 年

4 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

纲要中规定了这一任务。
1986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十三大报告中进一

步提出了“抓紧建立完备的经济法规体系冶的重要

任务。
1990 年 12 月 30 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八个五年计划的建

议》提出:“八五期间,要逐步建立比较完备的经济

法规体系,使各方面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有法

可依。冶 [3]

笔者认为:上述重要文件提出的经济法规体系,
即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体系,是指由多层次的、门类齐

全的,调整市场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规范性

文件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所谓多层次的经

济法规范性文件,包括基本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主要

经济法规范性文件、辅助经济法规范性文件等。 其

中,《经济法纲要》是基本经济法规范性文件,相对

于其他层次的经济法规范性文件来说,其调整对象

范围广、稳定性强、法律效力高,处于统率的地位。
在多层次的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体系中,如果没有一

部《经济法纲要》,就缺少了最主要的、关键的一个

层次,表明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体系尚未建立,更不完

备。 所以,制定《经济法纲要》是完成党中央和全国

人大提出的上述任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制定《经济法纲要》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冶的需要

2012 年 11 月 8 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冶。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冶。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律体系。冶
习近平在《关于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业的说明》指出:“经过长

期努力,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任务依然

很重。冶
2015 年 3 月 8 日,张德江委员长在第十二届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谈到“今后一年的主

要任务冶时指出:“一、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冶
2015 年 3 月 1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1
条中规定:“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冶

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由

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多
层次的、门类齐全的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有机联系的

统一整体;简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
指符合中国国情的,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的

规范性文件体系;规范性文件体系是由多层次的、门
类齐全的规范性文件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多层次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

范性文件《宪法》以及《宪法》统率下的基本规范性

文件、主要规范性文件、辅助规范性文件等。 《经济

法纲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纲要》的简称,
《经济法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法》的简称。
它们属于《宪法》统率下的基本规范性文件。 因此,
抓紧制定《经济法纲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制

定《经济法典》,是“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冶的需要。
(三)制定《经济法纲要》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宪法》第 15 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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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 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 国

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

秩序。冶
1993 年 11 月 14 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指出:“改善和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和监

督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有健全的宏观调控

体系。冶
2003 年 10 月 14 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

问题的决定》指出:完善“市场监管体系,……维护

和健全市场秩序冶;“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 进一

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

的宏观调控体系。冶
2012 年 11 月 8 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指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

系冶。 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包括“加强市场监管,维护

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

场失灵。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掖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业的说明》中指出:“全
会决定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

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行了部署,强调政府的职责

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

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
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冶

2014 年 10 月 23 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冶;
“依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冶

笔者认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可
以依法加强和改善市场监管、宏观调控。 这是进一

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能够有

力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而制定一部统一调整市场

监管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基本法律《经济法纲

要》,可以更好地发挥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体系的整

体功能。 这对于完善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实现市场功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具有重要

作用。 对于发挥宏观调控的长处,防止或消除经济

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调,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四)制定《经济法纲要》对于维护经济法制度

的统一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宪法》第 5 条第 2 款规定:“国家维护社

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冶
笔者认为:维护经济法制度的统一是“维护社

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我国《宪
法》为依据制定一部《经济法纲要》,是维护经济法

制度的统一的重大举措。 如果有了体现《宪法》的

精神和原则的《经济法纲要》,其它经济法规范性文

件的制定在以《宪法》为基本立法依据的前提下,可
以以《经济法纲要》为具体的立法依据,并指导这些

规范性文件的有效实施,以防止和克服不同国家机

关所制定的其他经济法规范性文件之间互相重叠、
互相脱节和互相抵触的现象,以及各有关单位和个

人在实施上述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出现有法难依、无
所适从和各行其是的问题[2]。

(五)制定《经济法纲要》能够推动经济法学的

发展

经济法学是研究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学

科。 它是一门独立而重要的法学学科。 制定一部作

为基本经济法规范性文件的《经济法纲要》,它同时

也是一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基本法

律。 它不仅将体现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巨大成就,
而且将成为我国经济法学教学、研究工作的法律依

据,必将推动我国经济法学的发展。

三摇 制定《经济法纲要》的可行性

在我国,已经具备了制定 《经济法纲要》 的

条件:
(一)社会经济条件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早已建立了社会主

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要求巩固和发展公有制

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

用。 我国不仅在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

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

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从 2000 年

起,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后逐

步走向完善。 这表明,在我国,制定一部作为经济法

规范性文件体系中最高层次的基本法律《经济法纲

要》的基本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具备。
(二)法制环境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冶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法

制建设的基本要求。 我国《宪法》第 5 条第 1 款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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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家。冶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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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经济法是

我国的一个“法律部门冶。 我国已经制定了除《经济

法纲要》以外的一大批经济法规范性文件,取得了

相当大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以上情况表明,
我国已经具备了制定《经济法纲要》的法制环境。

(三)理论准备

在中国,1979 年以后产生了经济法学。 它是一

门新兴的、发展中的学科,是一门独立而重要的学

科。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发展很快,对经济法

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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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都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我国经济法学的发展水

平,为《经济法纲要》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准备[4]。
关于制定《经济法纲要》的问题,中国经济法学

界从 1985 年以来一直进行着研究。 在制定这部基

本法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名称等问题上,取得了广

泛的共识。 有些经济法学者还对《经济法纲要》的

结构和内容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设想和建议,可
供制定《经济法纲要》时参考。

四摇 《经济法纲要》应有的结构

对于《经济法纲要》的结构,可以考虑作如下

安排:
第一章 摇 总则(立法宗旨、调整对象、基本原

则、适用范围)
第二章摇 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实行以公

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以按劳分配为主体

的多种分配方式,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章 摇 经济法主体(市场监管法主体的职

权、职责,市场监管受体的权利、义务;宏观调控法主

体的职权、职责,宏观调控法受体的权利、义务)
第四章摇 市场监管法(市场监管法的概念、地

位、体系)
第五章摇 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地

位、体系)
第六章摇 经济法责任(违反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的概念,经济法责任的形式,承担经济法责任的条

件)
第七章摇 附则(对有关概念和事项的解释,本

法的施行日期)

五摇 制定《经济法纲要》需要采取的措施

为了制定好 《经济法纲要》,建议采取下列

措施:
一是加强关于《经济法纲要》的理论问题和实

际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宣传。 进一步统一对于为什

么要制定《经济法纲要》、应该制定一部什么样的

《经济法纲要》、怎样才能制定好《经济法纲要》的

认识[2]。
二是组织《经济法纲要(专家建议稿)》的拟订

工作。 建议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组织部分经济法学者

草拟《经济法纲要(专家建议稿)》,并组织经济法学

者进行广泛、深入讨论,以便提供国家有关立法机关

参考。
三是向有关国家机关建议,将制定《经济法纲

要》列入国家立法规划。
四是组织好《经济法纲要(草案)》的起草班子。

这个起草班子应该由经济法学者、立法专家以及有

关经济学学者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经济管理干部

组成。
五是认真进行《经济法纲要(草案)》的起草工

作。 在起草过程中,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深入了解

我国国情,认真总结我国的经验,借鉴国外的相关经

验。 然后,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进行修改。
六是将《经济法纲要(草案)》提交国家立法机

关审议,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后,由国家主席

公布施行[1]。

注释:
淤 根据我国《宪法》第 62 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制定的法律是“基本法律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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