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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

《经济法学》入学考试大纲

本大纲适用于硕士研究生《法学综合知识》科目的入学考试，考试参考书目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经济法学(第二版）》， 高等教育

出版社 2018 年版。

《 经济法学 》的考试目的在于 测试考生对经济法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掌

握程度 ，由此来达到判断考生是否具有进一步深造的基本素质和培养潜力。

第一章 经济法的概念和历史

现代市场经济引发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两个问题无法依靠传统法律，尤其

是民商法律规范解决。这带来了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危机，也促成了新兴法

律的诞生。经济法正是为应对“两个失灵”而产生，并确定其调整对象。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经济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掌握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

史。

二、考核知识点

（一）经济法的概念及特点

1. 经济法的概念

2.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含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和基本问题）

3. 经济法的特点（经济性、规制性、现代性）

（二）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1. 经济法产生的因素（经济、政治、社会、法律）

2. 经济法的发展规律（含各国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法律制度）

第二章 经济法的地位和体系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与民商法和行政法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

系。基于调整对象两分法，经济法形成其基本体系结构。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经济法的渊源；理解经济法的体系及其与经济法调整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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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关系，理解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二、考核知识点

（一）经济法的体系

1. 经济法体系的基本构成（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2. 经济法的渊源（主要渊源和辅助渊源）

（二）经济法的地位

1. 经济法的地位

2. 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与民商法、与行政法）

第三章 经济法的宗旨和原则

经济法的宗旨是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它由“市场失灵”、“国家调制”、“普遍

公正”和“社会公共利益”四个关键词构成。以宗旨为指引，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是有效调制、社会利益本位、经济安全三原则。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经济法的宗旨；掌握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二、考核知识点

（一）经济法的宗旨

（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1.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特征

2. 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第四章 经济法的主体和行为

经济法主体是依据经济法享有权力（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在经济法主体

中宏观调控机构和市场规制机构居于重要地位。经济法主体应按照法治化的要求

行为。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经济法主体的概念和类型；理解各类经济法主体的特点；

理解宏观调控机构和市场规制机构的差异；理解宏观调控行为和市场规制行为。

二、考核知识点

（一）经济法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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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法主体的概念

2. 经济法主体的类型

3. 宏观调控机构的属性

4. 市场规制机构的属性

5. 宏观调控机构和市场规制机构的差异

（二）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1. 宏观调控行为

2. 市场规制行为

第五章 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法律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体系构成了经济法研究的基本框架。经济法主

体（调制主体和调制受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配置结构有其不同于民法和行

政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学习要求

通过学习，理解调制主体的职权；了解调制受体的权利和义务；理解经济法

责任的特殊性；了解经济法责任的类型。

二、考核知识点

（一）经济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1. 宏观调控权的特征

2. 市场规制权的特征

3. 调制受体的权利和义务

（二）经济法主体的责任

1. 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性

2. 经济法责任的类型（调制主体的责任、调制受体的责任）

第七章 宏观调控法的基本理论与制度

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为了实现总量均衡、结构稳

定等宏观效率，宏观调控法对调控主体、调控权力、调控程序和法律责任作出了

规定。

一、学习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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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宏观调控法的概念、价值；了解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

了解宏观调控的程序制度；理解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理解宏观调控的责任制度。

二、考核知识点

（一）宏观调控法基本理论

1. 宏观调控法的概念

2. 宏观调控法的价值

3. 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式

（二）宏观调控法基本制度

1. 宏观调控权的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

2. 宏观调控的程序制度

3. 违反宏观调控法的法律责任形式

第八章 财政调控法律制度

财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财政宏观调控通过预算、政府采购、国债、

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影响投资和消费，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财政法主要由预算、

政府采购、国债、转移支付等制度构成。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财政法的原则和调整手段；理解预算权的配置；了解预

算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了解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分类。

二、考核知识点

（一）财政调控法基本原理

1. 财政法的基本原则

2. 财政法的调整手段

（二）预算调控法律制度

1. 预算权的配置

2. 预算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

（三）财政支出调控法律制度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分类

第九章 税收调控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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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调控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经济新常态下，优化税收制度，加强税

收立法受到各方关注。对税法原理、税收基本法律制度和具体税种的法律制度的

掌握对我们培养税收法治思维、理解当前税收制度改革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税法的概念、税法体系的基本结构；理解税收实体法要

素和税收程序法要素；理解税法的调整方式；了解增值税法的主要内容、企业所

得税法的主要内容。

二、考核知识点

（一）税收调控法基本原理

1. 税法的概念

2. 税法体系的基本结构

3. 税收实体法要素和税收程序法要素

4. 税法的调整方式

（二）商品税调控法律制度

增值税法的主要内容

（三）所得税调控法律制度

企业所得税法的主要内容

第十章 金融调控法律制度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宏观经济稳定具有基础意

义。伴随着我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金融创新不断涌现，金融风险问题日益凸

显。金融调控法对金融调控机构、金融调控方式的规定为金融调控提供了法律依

据，有利于实现金融宏观调控目标，控制金融风险。其中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具有

核心地位。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金融调控法的手段；了解金融调控法的主体和调控程序；

理解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和调控职能；了解中央银行调控的保障制度。

二、考核知识点

（一）金融调控法基本原理

1. 金融调控法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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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调控的主体

3. 金融调控的法定程序

（二）中央银行调控制度

1. 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

2. 中央银行的调控职能

3. 中央银行调控的保障制度

第十二章 市场规制法的基本理论与制度

本章是市场规制法单元的“小总论”，起到统摄市场规制法其他各章的作用。

本章集中阐述市场规制法的理论基础、体系、宗旨、原则、调整方式和基本制度。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市场规制法的概念和体系；理解市场规制法的调整方式；

了解规制主体和规制受体；理解行业协会在市场规制关系中的地位；理解违反市

场规制法的法律责任形式。

二、考核知识点

（一）市场规制法基本理论

1. 市场规制法的概念

2. 市场规制法的体系

3. 市场规制法的调整方式

（二）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制度

1. 市场规制主体和市场规制受体

2. 行业协会在市场规制关系中的地位

3. 违反市场规制法的法律责任形式

第十三章 反垄断法律制度

反垄断法是市场规制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素有“经济宪法”之称。反垄断

法一方面规制各类垄断行为，另一方面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权范围、权力行使

程序作出规定。反垄断诉讼制度也有其特殊的法律规定。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垄断的概念；了解相关市场的概念和相关市场的界定；

掌握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和特征；掌握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掌握滥用市场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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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行为的表现；理解垄断协议的概念和特征；掌握垄断协议的类型；理解经营

者集中的概念和类型；掌握经营者集中申报许可制度；理解行政性垄断的概念；

掌握行政性垄断的类型；理解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理解反垄断法的适用除

外制度；了解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理解反垄断执法主体的职责和权力；理解反

垄断诉讼程序中的证据制度。

二、考核知识点

（一）反垄断法基本原理

垄断的概念

（二）反垄断法的实体制度

1. 相关市场的概念

2. 相关市场的界定

3. 市场支配地位的概念和特征

4.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5.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概念

6.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表现

7. 垄断协议的概念和特征

8. 垄断协议的类型

9. 经营者集中的概念和类型

10. 经营者集中申报许可制度

11. 行政性垄断的概念

12. 行政性垄断的类型

（三）反垄断法的程序制度

1. 本身违法原则

2. 合理原则

3. 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制度

4. 反垄断执法主体的职责和权力

5. 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

6. 反垄断诉讼中的证据制度

第十四章 反不正当竞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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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当竞争破坏公平竞争秩序，扭曲了市场机制，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除

运用反垄断法维护自由竞争外，市场经济还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维护公平竞争。

反不正当竞争法禁止各类不正当的竞争行为，通过执法和司法维护市场竞争。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和特征；理解民法对竞争关系调整

的不足；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功能定位；掌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体制度；掌

握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了解反不正当竞争的执法管辖；了解反不正当竞

争执法的程序

二、考核知识点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基本原理

1. 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和特征

2. 单纯依靠民法难以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原因

3.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功能定位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体制度

1.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2. 混淆行为

3. 商业贿赂行为

4.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

5.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6. 不当有奖销售行为

7. 诋毁他人商誉行为

8. 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程序制度

1.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管辖

2. 反不正当竞争执法的程序

第十五章 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

相比经营者，消费者在信息、能力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民法的形式平等忽

视了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实质差异，无法有效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需要在民法之外

给予特别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给予消费者倾斜性保护，以实现消费者与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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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利益的平衡。

一、学习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消费者的概念；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的原则；掌握消费者

的权利；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义务；了解国家保护消费者

的义务；理解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途径；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违

法者承担的法律责任。

二、考核知识点

（一）消费者保护法基本原理

1. 消费者的概念

2. 消费者保护法的原则

（二）消费者权利的法律界定

消费者的权利

（三）各类主体保护消费者的义务

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经营者义务

2. 国家保护消费者的义务

（四）消费者权利的法律救济

1. 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途径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违法者承担的法律责任。

注：第 6、11、16、17 章不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