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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经济体系转换到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国的社

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方式、产业体系、经济增长动力等

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有效发挥经济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是

经济法治理论与实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由席月民著写的《经济变革中的经济法》（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一书，立足构建我国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发展趋势，针对现行经济法治体系尚未完善

和宏观调控手段存在“缺位”效应的现状，从不同经济领

域对发挥经济法治创新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并对具体

的实施策略做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

我国市场经济法治体系的完善具有现实意义。总体来

看，全书呈现出以下特色。

一、触及多个经济领域，重构市场经济

条件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体系的变革是适应新的国际

经济形势以及寻求更强大的经济发展动能的必然要

求。从内部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获得了充

分发展，但过快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一些遗留性问题，

暴露出传统经济体系的短板，制约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

发展，故经济产业变革势在必行；从外部看，经济全球化

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各国经济贸易往来愈加频繁，深层

次、多领域、多区域的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已然拉开序

幕，要求各国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积极推动经济发

展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在全球化经济浪潮中占据

有利地位。经济法与经济发展是密切配合、协调发展的

关系，在市场经济体系下，需要系统科学、创新高效的经

济法制体系来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该书对经济法治创新进行了系统剖析，确立了经济

法治创新的合法性与必要性，试图将传统经济体系中把

经济法治视为限制条件的消极对立关系，演变为现代化

经济体系中经济变革与经济法治和谐共生、积极策应的

关系，整体上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与法治关系的重

构，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具体来看，在消费领域，该书立

足消费经济以及经济发展的供需失衡问题，集中探讨了

中国市场经济法治创新的基本内涵、原则、理论依据、着

力点以及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从经济法律的价值整合、

关系整合和结构整合中，科学设计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市

场监管与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以期减少法制本身的非预

期后果。如此，则确立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法治创新

的基本方向、原则，梳理了传统经济体系中存在的经济

法制漏洞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对扫清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与现行经济政策相悖的法治

障碍具有建设意义。在税制改革领域，该书通过对“税

收法定主义”和“三位一体”复合价值观的系统阐述，突

显了税收征管体制创新对提升国家税收治理能力和发

挥税收职能作用的重要意义。在金融监管领域，该书通

过揭示不同视角下有关金融监管改革议题的不同立场

与争论，集中探讨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改

革与金融创新的相关问题，试图把金融监管改革的基本

理念和规则设计导入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创新实践

中，极具理论与实践创新价值。

二、配合经济变革政策，促进法治创新

与经济宏观调控协调发展

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阶段，为着力解决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追求发展速度转向追求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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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质量和效益，并适时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

略性经济改革策略。如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

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客观、准确

地认识经济新常态，一方面需要科学把握好经济增量与

总量变化的关系、潜在增速和实际增速的关系、历史规

律与现实创新的关系，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宏观调

控的主攻方向，大力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另一方面，

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正向关系，促进法治思

维、法治方式与供给侧改革的良性互动，重构宏观调控

手段的运行机制。

在明确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

间的内在统一性的基础上，该书进一步探索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与宏观调控法制化的基础保障。一方面，该书

基于我国经济调控实践的调研分析，从导向和结果两方

面出发，提出具体化的观点，即该书认为我国以往的宏观

调控体系在决策和实施方面显示出明显的“重政策、轻法

律”特征，有关宏观调控的程序和责任保障相对薄弱且滞

后，这制约了调控政策经济促进效应的产生。且在此基

础上，该书对促进我国宏观调控法治化的作用进行了系

统论述，分别从依法调控的基本原则、依法调控的程序保

障、依法调控的责任落实等实践层面建立起宏观调控法

治化的运行机制，并就宏观调控法治化对激发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动能、变革效益的作用机制进行分解阐释。另

一方面，作者紧跟国家经济发展趋势，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了宏观调控法治化的意义内涵建设机制。具体来看，该

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宏观调控法治化实践路径主

要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调控

措施进行，分别对应的是生产制造业、房地产市场、金融

债务、企业经营、公共服务等领域，这与我国深化经济改

革的主体脉搏相衔接，具有较高的应用参考价值。

三、整体考量影响因素，从政府和司法

角度切入法治创新突破点

经济法治创新要取得预期效果，不仅要关注宏观调

控法治化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是否得当，还要对相关影

响因素做整体考虑。事实上，从我国现阶段经济法律制

度的形成与实施效果来看，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关

重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

线，并呈现明显的此消彼长的相互优化态势。从当前经

济改革政策的价值取向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及其作

用力限阈已经发生结构性变化，已经由过去的“限定市

场、余外政府”模式转变为“限定政府、余外市场”模式。

基于此，经济法治体系的创新构建就必须适应这种结构

性转变。而该书不仅对宏观调控法治化过程中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理论进行了矫正性阐释，还从责任划分与正

位的角度补充了市场经济中政府所应承担的管理责任

与调控责任，在对既有问责体系进行溯源反思的基础

上，对缺位责任的嵌补路径作了针对性阐释，系统详细、

形式新颖，具有创新性。

该书还将视点放到经济司法领域，对当下民商事案

件二审改判的标准及其规则做了系统阐释。作者以典

型的二审改判经济案件为例，审慎分析了民商事案件改

判率上升趋势出现的原因及其引发的结果，理性审视了

当前民商事案件中适用的“自由裁量权”，以合理的质疑

和科学的论证对二审改判的正当性给予客观评析。基

于对案件审判程序和现实数据的分析，对探索民商事案

件二审改判的规则治理路径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基本上

完成了对当前民商事案件改判风险的预测评估与法治

化梳理，对提升民商事案件审理的规范性具有一定的实

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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