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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文

( 北京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871)

摘 要: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须臾不能脱离法律制度，其中经济法尤为重要。基于

“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法”的理论框架，运用“结构—功能”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 经

济体系的复杂结构由多个层面的诸多要素构成，需要经济法的有力支撑; 经济体系走向现

代化过程中的结构优化，需要经济法的促进和保障。因此，经济法对于经济体系的现代化

不可或缺，应弥补实践中忽视经济法相关功能的缺失。此外，还应将公共经济纳入经济体

系，全面推进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等多重二元结构的优化，并在法治框架下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这既有助于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以及整体现代化，又有助于拓展经济法的发展

理论和法治理论，深化发展法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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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着力推进多个领域

的现代化。由于经济现代化是全面现代化的基础，

传统的经济体系因为缺失甚多而难堪大任，因此，

在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新时期，构建现代化的经

济体系便被置于重要地位，并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

现实问题。

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首先明确其基本

构成要素。对此，人们大都从经济的维度，着重研

讨相关的市场体系、经济体制等问题，并已取得不

少成果①。但从法律视角看，法律制度对经济体系

的构建历来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现代国家”的

经济体系无不与法律体系紧密结合。我国目前在

经济体系建设和研究方面的重大缺失，恰恰是缺少

法律视角的思考，对相关法律的功能重视不够，这

一缺失亟待弥补。

事实上，任何体系的构成和建设都要依循相关

规则。一国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须臾不能脱离

法律制度，特别是与经济相关的各类法律制度，其

中，经济法制度对经济体系的不断优化尤为重要。

当前，在国家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背景下，

非常有必要基于该体系的构成要素，为其全面建设

提供经济法的制度支撑; 同时，还应分析如何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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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相关探讨请参见: 张辉．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与路

径初步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1) : 105 －
116; 刘威，周士跃． 现代化经济体系研究述评［J］． 改革与战略，2018
( 5) : 11 －16．



经济法来对其结构优化予以“促进”，并对其持续发

展加以“保障”，这是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

补缺。

具体说来，经济体系作为由多种构成要素( 或

称子系统) 结成的统一整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

济系统①，其构成要素之间的整合，不仅要靠经济上

的“联结”，还有赖于法律上的“维系”和“约束”。

就经济体系与经济法制度的具体联系而言，经济体

系的复杂结构要依法形成，就离不开经济法制度的

“基础支撑”; 同时，其各类子系统的优化乃至整体

完善，需要多种制度的推动，尤其需要经济法的“有

效促进”; 另外，经济体系的持续发展，需要兼顾系

统内外的协调与均衡，也离不开经济法的“持续保

障”。如果经济法缺失或缺位，经济体系的建立、维
系和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鉴于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在不断走向

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通过经济法来促进和保障，

而由此形成的经济与法律互动的“大系统”，又会涉

及诸多层面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可以构建“现代

化—经济体系—经济法”的理论框架，并由此展开

具体的“结构—功能”分析。这样，可以基于现代化

的目标，把经济体系与经济法紧密联系起来，并在

两者的互动中发现其中蕴含的规律，揭示现实经济

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不足。

为此，本文拟依循上述理论框架，运用“结构—

功能”分析方法②，探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

及相应的经济法支撑，分析经济体系现代化过程中

如何加强经济法的有效促进和保障，从而揭示经济

法的支撑、促进和保障功能。在此基础上，还将从

发展理论和法治理论的视角，在经济层面和法治层

面作出理论拓展，对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扩大解

释”，强调公共经济与法治框架的不可或缺。

通过上述探讨，本文试图说明: 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建设，尤其需要经济法，如果经济法缺位，就难

以建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经济体系与经济法体系

在“结构—功能”上紧密相关，经济体系的基本构

成、结构优化与整体发展，同经济法的支撑、促进和

保障功能存在内在关联; 经济体系的现代化问题应

成为发展理论和法治理论的研究对象，这对于推进

经济法理论研究，构建发展法学，解决现代化经济

体系建设方面的诸多问题，都有重要价值。

二、“经济体系”复杂结构的经济法“支撑”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法”的理论框架

中，“经济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也是经济法

促进和保障的对象，有必要先对具有基础地位的

“经济体系”加以解析。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

体系只有从传统、落后向现代、先进“转化”，才可能

建成“现代国家”。要构建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必须

先明晰其构成要素，揭示其基本结构及相应的制度

支撑。因此，有必要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揭示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成，这对于该体系的依法构

建非常重要。

作为“复杂性系统”的经济体系，会呈现为多个

层面诸多要素错综交织的复杂结构③。从经济类

型、经济理念、经济机制和经济体制四个维度看，不

同层面的要素及其所构建的经济体系，都离不开经

济法制度的支撑。如果经济法制度缺失，各个层面

的要素都会受到影响。为此，下文将着重从上述四

个维度，对各类要素结成的复杂结构加以解析，以

揭示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成，说明经济法支撑功能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首先，从经济类型的维度看，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基本构成，体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虚实

二元结构”。其中，实体经济作为经济体系的骨架

和基础，应得到现代金融体系的有力支持④，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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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多维度、多层次的经济

子体系构成的经济大系统。( 参见: 季晓南． 加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理论和实证研究［J］． 行政管理改革，2017( 12) : 26 －30． )

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等人主

张的“结构功能主义”或“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现代化理论有

重要影响。( 参见: 刘润忠． 试析结构功能主义及其社会理论［J］． 天

津社会科学，2005( 5) : 52 －56． )

对于这种复杂性系统，可引入复杂系统范式展开研究。
( 参见: 殷杰，王亚男． 社会科学中复杂系统范式的适用性问题［J］．
中国社会科学，2016( 3) : 62 －79． )

对于金融体系是否属于虚拟经济也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

金融体系是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核心。( 参见: 张晓朴，朱太辉． 金

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反思［J］． 国际金融研究，2014 ( 3) : 43 －
54． )



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法的有

效调整。在制度实践中，财税法、金融法、产业法、

竞争法等经济法制度，对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尤

为重要，而金融调控制度、金融监管制度、公平竞争

制度等，更是金融体系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支

撑，它们尤其有助于防控金融风险，推动金融体系

服务于实体经济，保障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健康

运行。

其次，从经济理念的维度看，现代化经济体系

需要将重要的经济理念融贯其中，特别是创新理

念、绿色理念、开放理念等，更需要着重落实，以体

现创新性、永续性和开放性。由于传统经济体系存

在创新不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开放度不够等问

题，因此，能否体现上述经济理念，是现代化经济体

系有别于传统经济体系的重要标志。基于上述经

济理念，只有发展创新型经济、绿色经济和开放型

经济，才能不断优化经济体系的结构，提升经济发

展的质量，并获得全球竞争优势。在促进创新发

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方面，财税制度、金融制度、

产业制度、竞争制度等各类经济法制度，都能从不

同角度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撑。

再次，从经济机制的维度看，现代化经济体系

需要有“三类机制”，即市场机制、分配机制、区域发

展机制，并由此形成“三大体系”，即现代市场体系、

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上述三类机制或三

大体系，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均有重要影响，且相互

间存在紧密关联。例如，没有统一公平、竞争有序

的现代市场体系，就无法形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

基于现代市场体系的交易和竞争所产生的收入或

财富，需要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而能够兼顾效率

与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不可或

缺的; 作为现代市场体系和收入分配体系的延伸，

保障不同区域的协调发展，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

区域发展体系，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

又如，没有区域协调发展，公平分配就难以实现，现

代市场体系也难以全面形成。与此同时，基于经济

体系与法律体系的“对应关系”，上述三类机制或三

大体系，都离不开经济法的支撑。例如，经济法作

为“分配法”和“发展促进法”，会直接影响上述收入

分配体系和区域发展体系的建设①; 同时，经济法中

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乃至整体的竞争法制度，对于

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更是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最后，从经济体制的维度看，现代化经济体系

尤其需要现代“经济体制”，因为上述三类机制或三

大体系的构建，都要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框架内展

开。现代经济体制应当在资源配置方面确保政府

与市场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使政府主体与市场主

体有效分权、各尽所能，以更好地促进创新型、永续

型、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实现“三大体系”的目标，推

进整个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其中，处理好“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既是现代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又是

经济法调整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经济法与现代

经济体制的构建紧密相关。

通过上述四个维度，可以大体勾勒出由多层

面、多要素交织而成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结

构。鉴于该结构具有明显的“复杂性”，有必要再从

“经济系统”的视角对其作出进一步梳理和解析。

按照尼克拉斯·卢曼( Niklas Luhmann) 的系统理

论，经济体系作为重要的经济系统，包含着若干子

系统或称子体系，且与法律系统之间存在紧密关

联②。例如，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涉及大量市场交

易和市场竞争，需要构建“市场体系”; 市场交易和

竞争的结果，则涉及收入分配问题③，要有“分配体

系”; 同时，市场的交易和竞争要在不同的产业、区

域间展开，由此便会形成“产业体系”和“区域体

系”。上述的市场交易、竞争、分配以及产业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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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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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 徐孟洲． 论区域经济法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建［J］．
政治与法律，2007( 4) : 2 －9; 张守文．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J］． 中

国法学，2011( 5) : 19 －31．
法律系统与经济系统都是社会系统的分系统，“其所有的

运作始终是在社会中的运作”。( 参见: 尼克拉斯·卢曼． 社会的法

律［M］． 郑伊倩，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14 －15． )

“收入或财富的分配会直接影响效率，也会通过它对制度

的影响间接影响经济效率”，因此是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问题。( 参

见: 斯蒂格利茨． 发展与发展政策［M］． 纪沫，等，译． 北京: 中国金融

出版社，2009: 43． )



发展，都受制于相应的“经济体制”或称“分权体

系”①，都离不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

此外，经济系统中的动力系统或动力机制也必

不可少。上述创新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为推动整

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可以归入动力系统

中。各界对于创新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动力普遍关

注较多②，但对于开放的重要价值则强调不够。事

实上，开放同样是重要的动力机制，建设统一开放

的市场，放宽市场准入，同样会为促进经济发展提

供重要动力。

另外，整个经济系统的重要目标是发展，是实

现现代化，而提升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则是其重

要路径，并且，高质量发展与上述创新、开放、绿色

发展的理念直接相关，只有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

业体系”和“区域体系”，才是现代化经济体系追求

的目标。因此，新发展理念对于高质量发展非常重

要，能否体现上述新理念，也是衡量经济体系是否

现代化的重要标尺。

在整个经济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有两类基础性

关系尤其需要有效处理: 一类是市场主体之间的关

系，为此要构建“现代市场体系”; 另一类是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的关系，为

此要建立“现代经济体制”，从而明晰政府与市场的

边界，以及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各自的权责。上述

两类关系的调整都需要经济法相应的“权义结构”

予以支撑。

以上主要是基于静态的“结构分析”，从经济类

型、经济理念、经济机制和经济体制四个维度，讨论

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强调了实体经济与

现代金融体系应有的重要关联，分析了创新理念、

绿色理念、开放理念的具体体现，以及建设现代市

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和现代经济

体制的重要性，这些方面蕴含着现代化经济体系不

同于传统经济体系的“现代性”特征。与此相对应，

经济法作为典型的现代法，对于经济体系各子系统

的存续和发展都不可或缺，它可以为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撑。

三、经济体系走向“现代化”的经济法促进与

保障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现代化，使整

个经济体系不断优化，经济法也在此过程中应运而

生并不断发展; 与此同时，大量生成的经济法对改

革开放、现代化亦具有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因

此，在前文分析经济法对经济体系静态结构支撑功

能的基础上，还要关注经济体系走向现代化的动态

结构优化过程中，经济法如何发挥其促进和保障的

功能。为了增进研究的针对性，下文将对密切相关

的促进和保障功能分别予以解析。
( 一) 经济法何以促进经济体系的现代化

要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就必须构建现代化的经

济体系，为此，需要结合前述经济理念、体制框架和

运行机制，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推进中国经

济体系从传统向现代不断“转化”，从而实现经济系

统的不断“优化”和整体经济的现代化。由于“转

化”或“优化”都需要克服重重阻力，仅靠经济系统

的“内力”往往力所不逮，需要经济法从外部予以

“促进”。

现代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会涉及速度快慢问

题，作为一个发展过程，则涉及质量好坏问题，需要

处理好“速度与质量”“增长与发展”的关系。改变

既往对增长速度的片面追求，解决经济“大而不强”
“社会成本过高”等问题，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与效益，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已成为改革

开放 40 年来全社会的基本共识。

为此，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强调“高质量

发展”或“内涵式发展”③，切实落实上述创新、绿

色、开放等理念，努力通过结构优化来提升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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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学者认为，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的地位更为重要。( 参

见: 刘伟． 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发展、改革、开放的有机统一［J］． 经济

研究，2017( 11) : 6 －8． )

例如，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过程中，创

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具有战略支撑作用。( 参见: 季晓南． 充分

发挥创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J］． 北京交通大

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2) : 6 －8． )

有学者认为，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核心问题。( 参见: 迟福林． 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J］． 行政管理改革，2017( 12) : 4 －13． )



整体竞争力。只有在“开放”条件下，以“创新”为动

力和途径，以“绿色”为底色和底线，才能确保经济

发展的高质量。没有在开放基础上推出的产品创

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制度创新等诸多创新，缺

少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形成有

别于传统的高质量发展①。无论是鼓励有效创新、

促进经济开放和绿色发展，还是由此实现的经济结

构调整，都离不开财税、金融、产业、竞争等领域经

济法制度的有效促进。

此外，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增

长，不仅需要经济结构的调整，还需要相关体制、机
制的优化。因为经济体系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有诸

多因素对其存在“复杂累积因果影响”，其中涉及政

府与市场关系的有效处理，以及相关主体的宏观调

控权和市场规制权的分配，不仅需要通过适时的改

革加以解决，还尤其需要经济法中的“体制法”作出

相应的制度安排。

无论是上述的经济结构调整还是体制机制优

化，都要改变既往固化的观念、结构和做法，对此仅

靠市场主体的自发行为几无可能，需要政府的引导

以及相应的经济法促进。经济法的促进功能，源于

其规范结构中大量的“促进型”规范，这些规范具有

突出的政策性或现代性②。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上述“促进

型”规范一方面要通过财政法、金融法、产业法等经

济法制度的有效调整，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③; 另一

方面，要通过各类经济法制度促进改革，推动体制

和机制的完善。例如，在促进创新方面，财税法、金
融法、竞争法等领域都有相关制度④。如前所述，经

济法是典型的“分配法”和“发展促进法”，其各类

“促进型”规范能够有效促进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

推动收入公平分配和区域协调发展; 同时，在构建

现代经济体制方面，还能促进各类主体的调控权和

规制权的依法行使，保护各类主体的合法权益，从

而实现政府与市场两大系统的有效运作和各司

其职。

前述分析表明，经济法不仅可以为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基本结构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撑，还能有效促

进经济体系走向现代化的动态调整，并且，无论是

经济体系的结构构成或结构调整，都与经济法的规

范结构及相关功能直接相关，这种“相关性”或“对

应关系”，使经济法在充分发挥促进作用的同时，也

能有效发挥其保障作用。
( 二) 不应缺位的经济法保障

我国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将其作为实

现经济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曾经历长期的认识过

程。从历史来看，我国自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洋

务运动，以及其后的戊戌变法，都是试图推动国家

现代化的早期努力，但由于当时“重器物而非制

度”，或者制度保障缺失，致使上述努力均未能实现

现代化目标⑤。因此，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并用

“现代化的制度”为各领域的现代化提供保障，既是

重要的历史经验，又是当前仍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在洋务运动发起后约一个世纪，我国曾在 1954

年首届全国人大的首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现代

化”的目标⑥，并据此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但由

于缺少足够的法律制度保障，我国的国民经济曾一

度走到“濒于崩溃的边缘”。为此，借鉴历史经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一

直着力加强配套制度建设，从而使制度的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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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创新理念以及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等人的创新理论研究，都强调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

性。( 参见: 严成樑，龚六堂． 熊彼特增长理论: 一个文献综述［J］． 经

济学( 季刊) ，2009( 3) : 1163 －1196． )

相关分析可参见: 张守文． 论促进型经济法［J］． 重庆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5) : 97 － 100; 焦海涛． 论“促进型”经

济法的功能与结构［J］． 政治与法律，2009( 8) : 77 －84．
在这方面我国已有大量制度实践，加强相关法律的协调尤

为必要。( 参见: 姚海放． 论政府补贴法治: 产业政策法、财政法和竞

争法的协同治理［J］． 政治与法律，2017( 12) : 12 －21． )

例如，有学者认为，应以税收优惠为主要政策工具，构建

有利于创新的税收体系。( 参见: 马海涛，等．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与税制改革［J］． 税务研究，2018( 2) : 5 －11． )

有学者认为，洋务运动因其主要从器物层次入手，缺少政

治、文化改革的配套而导致失败。( 参见: 张琢． 中国现代化的历程

及前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0，51． )

周恩来在 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把

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并在

1964 年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农业、工业、国防和科

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参见: 孙健． 20 世纪的中国———走向

现代化的历程( 经济卷 1949 － 2000)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0:

前言． )



日益显现。

近年来，我国不仅在快速推进以工业化、城市

化为标志的“一次现代化”，也在大力推进以信息化

为标志的“二次现代化”，并积极参与和引领经济全

球化。上述的各种“化”，都是从传统到现代的重要

“转化”，且与多个领域突出的二元结构密切相关。

其中，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计划与市场、国内

与国外等多重二元结构的“转化”或“优化”，已成为

国家推进现代化的重点。例如，我国作为传统农业

国家，在 1949 年后不断推进工业化的基础上，在新

世纪应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 与此同时，基于突出

的城乡差异，还需要持续推动城市化，这样才能完

成“一次现代化”。此外，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时

代，我国还要不断推动信息化; 作为曾实行计划经

济体制且对外开放不够的国家，还要不断推进市场

化，并适时适度扩大开放，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

在上述各类二元结构调整或经济体系的结构优化

过程中，要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追及”或“赶超”，就

需要提高对法律保障的要求，不断强化法律的保障

功能，并持续推进经济体系和法治体系的现代化，

实现国家整体的现代化。

可见，无论是历史上推进现代化的努力，还是

今天着力构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都需要法律制度

的相应保障，都离不开法治体系，特别是以现代经

济法为重点的法治体系①，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在

经济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财政法、金融

法、产业法、竞争法等各类经济法制度的协调并用。

这些制度不仅可以从不同维度促进经济体系的结

构优化，还能够保障经济系统各子系统的协调和有

效运行。可以说，没有从立法到执法、司法、守法等

各个环节的经济法保障，经济系统的各子系统就无

法确立或难以持续。据此，加强以经济法为重点的

经济法治，应成为贯穿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一条

主线，忽视或偏离这条主线，经济体系现代化的进

程就会受到严重影响，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一个重

要问题。

事实上，经济法作为调整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

规制关系的现代法，对于经济体系现代化的保障功

能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经济法对市场主体公平

竞争的保障，对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以及市场机制有

效作用的保障，会直接影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现代市场体系的形成，而该体系正是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重要基础②。又如，经济法对国家宏观调控和

市场规制的保障和约束，有助于对经济领域的合理

分权提供保障，从而构建政府与市场的良性、协调

关系，进而形成“现代经济体制”，而此类体制正是

现代化经济体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上述的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经济体制，只有经

由经济法保障，才能既有助于增进产业结构的合理

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公平性，又有助于提升实体经

济与虚拟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协调性、稳
定性。在具体的制度实践中，竞争法制度对现代市

场体系的形成，金融法制度对现代金融体系的构

建，财税法制度对收入公平分配体系的确立等③，具

有更为直接的影响。此外，在产业法领域，各类产

业指导目录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据，它直接影

响着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的

协调发展。另外，经济法的各类体制法对现代经济

体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上述各

类经济法制度的保障功能，都应当在法治框架下实

现，“以经济法为重点的经济法治体系”对于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构建尤其重要。

总之，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对应于现代的“法

治体系”，两者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不

可少; 同时，两大体系存在紧密关联，如果缺少法治

体系的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无法建立和存续。

因此，从现代国家的立场看，现代的法治体系，特别

是经济法治体系，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前

提和基本保障，它直接影响着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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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无论是强调“经济法治”，还是“法治经济”，都需要经济法

发挥重要作用。( 参见: 张守文． 中国经济法治的问题及其改进方向

［J］．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 ( 2) : 20 － 31; 张守文． 法治经济的三个

重要命题［J］． 南海法学，2017( 1) : 31 －37． )

相关分析可参见: 张守文．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经济法解

析［J］． 政治与法律，2017( 11) : 2 －10． 此外，也有学者从市场监管的

角度进行探讨，参见: 吴汉洪． 市场监管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J］．
学习与探索，2018( 6) : 97 －104．

参见: 李扬． 努力建设“现代金融”体系［J］． 经济研究，2017
( 12) : 4 －7; 平新乔． 建立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所面

临的一些问题［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 2) : 12 －15．



现代政府的职能转变。

四、发展理论与法治理论的进一步解析

前面分别基于静态的结构分析和动态的功能

分析，讨论了经济法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支撑

及其结构优化的促进和保障。从“结构功能主义”

的角度看，经济体系与经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对应

性，决定了经济法的重要支撑功能; 而经济法的特

殊规范结构，则决定了它具有的促进和保障功能。

在上述“结构—功能”分析的基础上，依循前述“现

代化—经济体系—经济法”的理论框架，如果对该

框架进行“前后分段”和“分别组合”，还有必要进一

步作出如下挖掘: 一方面，从“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组合看，国家不断完善经济体系，并使其走向现

代化，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发展，因此，在发展理论中

会涉及现代化理论，以及通过完善经济体系来促进

发展的内容; 另一方面，从“经济体系—经济法”的

组合看，会涉及法治框架下如何运用经济法促进和

保障经济体系存续和发展的问题。据此，有必要在

经济与法治两个层面，分别从经济法的发展理论和

法治理论的维度，进一步作出理论拓展。
( 一) 从发展理论视角的扩展解析

“经济法的产生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这主

要是基于一些国家经济法的生成背景作出的判断。

对于这一重要命题，学界曾在发生论层面展开过讨

论。从理论角度说，一国的经济体系与其法律体系

相对应，相应地，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也应与现代经

济法相匹配。如果一国的经济法不能有效发挥作

用，甚至对经济发展有诸多掣肘或阻碍，就不可能

建成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因此，如何用“好的经济

法制度”推进经济体系的现代化①，是发展理论应研

究的重要课题。

此外，从私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分类看，现代

化的经济体系不仅应包括私人经济，还应将公共经

济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的发展历史表明，有

些国家能够进入“发达”行列，与该国经济政策或公

共经济重要作用的发挥直接相关。与此相关联，无

论是早期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的理

论②，还是晚近张夏准( Ha － Joon Chnag) 的探讨③，

在今天都应当深入思考。

据此，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不仅要重视私

人经济，还要关注公共经济④，并应强调如下方面:

一方面，必须建设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

场体系，它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有助于使

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使市场主体充满活力，这

对于私人经济非常重要; 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

政府的作用，就必须建立现代经济体制，有效界定

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经济职能，充分发挥政

府的调控和规制作用，这对于政府参与的公共经济

至为重要。

可见，要全面认识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应当关

注公共经济，包括现代财政体系、税收体系、公共债

务体系、公共收费体系等，它们是政府能够更好发

挥作用的重要经济基础，对私人经济的有效发展影

响甚巨。在广义上，公共经济同样属于现代经济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扩展解析，

是因为良好的公共经济体系的建立，以及公共经济

与私人经济的协调发展，更有助于促进整体经济的

“全面发展”，这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只

是目前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因此从理论和制度上都

应当“补缺”。

上述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扩展，有助于丰

富经济法学的发展理论。由于经济法作为“发展促

进法”，不仅要在微观层面定分止争，还要在宏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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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包容性制度是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好制度，攫取性制度

是可能导致国家失败的坏制度。( 参见: 阿西莫格鲁，罗宾逊． 国家

为什么会失败［M］． 李增刚，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

51 －58． ) 因此，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大量具有包容性

的经济法制度。
李斯特认为:“统计数据和历史都告诫我们，哪个国家需要

立法力量和行政力量干预的必要性越明显，哪个国家的经济就越发

达。”( 参见: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 邱伟立，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3: 128． )

张夏准认为:“所有当今的发达国家在赶超时期都积极采

取了干预主义的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以促进幼稚产业的发展。”
( 参见: 张夏准． 富国陷阱: 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 ［M］． 肖炼，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8． )

公共经济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密切相关。( 参见: 齐守印． 构

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J］． 财贸经济，2015
( 11) : 5 －13． )



面推动国家经济和社会的长远发展，并尤其要对经

济体系的现代化予以有效促进和保障，因此，应把

“现代化问题”作为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

题，并使其成为经济法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

事实上，在以往贯穿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

领域的发展理论中，“现代化理论”早已是其重要组

成部分，只是经济法学界对此尚缺少足够关注①。

从影响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角度看，经济法学的发

展理论更应关注现代化问题，并将经济体系的现代

化作为研究重点，这也是经济法学与传统法学的重

要不同。与此相关联，学界在以往讨论经济法理论

的基本假设时曾关注的“国内与国际”“城市与乡

村”等多个层面的“二元结构”，都是发展理论或具

体的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研究对象，体现了威廉·阿

瑟·刘易斯( William Arthur Lewis) 等人提出的“二

元结构”理论的重要现实价值。对于上述“二元结

构”的诸多问题，如能从现代化经济体系与经济法

相结合的视角展开深入探讨，则会具有多方面的

意义。

与上述“二元结构”理论直接相关，我国在多个

领域存在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由此带

来大量的“差异性问题”，需要在经济体系现代化的

进程中不断解决，这也是经济法中“差异性原理”的

体现和要求。现代化是一个不断解决发展失衡问

题的过程②，在发展理论中较为重要的“现代化理

论”“中心—外围理论”或“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

论”等，有助于分析相关国家从传统到现代、从不发

达到发达以及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中的发展③，

如果对上述理论加以扩展适用，就可以对一国内部

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作出理论解析。

例如，对于我国存在的传统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欠

发达地区，如何推动其产业从传统向现代升级，实

现其从外围的落后地区向发达的中心地区转变，上

述相关理论都有“扩大解释”或“扩展适用”的空间。
( 二) 法治理论的思考

与上述发展理论直接相关，经济法学的法治理

论要研究经济法的法治建设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特

别是如何在法治框架下促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的问题。由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结构优化，离不开

经济法的促进和保障，且经济法的法治建设水平直

接影响现代财政体系、现代税收体系、现代金融体

系等诸多体系的具体建设，因此，应加强经济法领

域法治现代化理论的研究④，并将用法治思维和法

治方式来实现经济法功能和价值的问题，作为法治

理论的重要研究课题。

例如，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需要有现代经济

体制，以在法治框架下有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

系。为此，必须强调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要“有

度”，即政府的调控和规制首先要合乎“法度”，不能

恣意妄为，确保基本的合法性; 同时，调控和规制都

要“适度”，遵循经济规律，体现经济的合理性。只

有将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限定在一定的“度”内，才

可能实现良好的绩效。由此看来，这里的“有度”，

与经济法的法定、适度、绩效这三大基本原则的要

求是内在一致的。

又如，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构建具有基

础地位的现代市场体系，以更好地体现市场主体、

市场机制的重要价值。只有市场主体有活力，市场

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反之，如果市场机制运

行不畅，市场主体的活力也会大受影响。市场机制

能否发挥作用，与对政府职能、职权的有效界定以

及对市场主体的权利保障直接相关，尤其需要经济

法在综合调整过程中全面体现法治原则。

可见，从法治理论的维度看，经济法并非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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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以往学界主要关注了经济法自身的现代化，可参见: 李昌

麒，鲁篱． 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 法学研究，1999( 3) : 88
－98; 应飞虎． 论公权行为与经济法现代化［J］． 广东社会科学，2002
( 2) : 117 －122． 但学界总体上尚未把现代化问题作为经济法理论的

重要研究对象。
有学者认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助于解决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 参见: 刘少波．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J］．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12) : 8 －15． )

在发展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塔尔科特·帕森斯 ( Talcott
Parsons) 、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 Walt Whitman Ｒostow) 、劳尔·
普雷 维 什 ( Ｒaul Prebisch ) 、伊 曼 努 尔·沃 勒 斯 坦 ( Immanuel
Wallerstein) 等人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关理论探讨可参见: 普雷斯

顿． 发展理论导论［M］． 李小云，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62 －168，173 －180．
经济法领域的法治状况对整体法治水平有直接影响，进而

会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关法治与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可参见:

张文显．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 中国法学，2014( 4) : 5 －27．



代表政府的法，它同样也要考虑市场主体、市场机

制，并应在政府和市场之上，对两者关系进行有效

协调，不能认为经济法只强调政府干预，片面地以

为经济法忽视市场机制、市场主体。经济法要促进

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就必须兼顾政

府和市场两大资源配置系统，处理好政府主体与市

场主体的关系，并在法治框架下切实保护调制主体

与调制受体的利益，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的

目标。

总之，无论是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还是经济体

系的现代化，都需要在法治框架下运用法治方式来

推进。其中，影响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诸多方

面，如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以及公平分配、区
域发展，特别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等，都离不

开经济法的有效调整; 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需要

不断提升经济法治乃至整体法治的水平，用国家治

理的现代化来保障经济体系的现代化。

五、结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系

统工程，涉及多个层面的诸多要素，其复杂结构的

维系、存续和优化，都离不开经济法的支撑、促进和

保障，因此，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践中，对经

济法的上述重要功能应高度重视，并使其真正落实

到位，否则，经济体系的现代化就会受到重大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对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复杂结

构、经济法特殊的规范结构及其重要功能进行解

析，通过“结构—功能”分析，探讨了现代化经济体

系建设与经济法之间内在的紧密关联，并基于“现

代化—经济体系—经济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静

态角度分析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与经

济法的基础支撑功能，从动态角度揭示了经济体系

的结构优化与经济法的有效促进和持续保障功能，

从而说明经济法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不可

或缺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发展理论和法治理论

的角度，对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及经济法相关功能

的实现作出拓展解析，强调公共经济也是经济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整个经济体系的现代化纳入

法治框架，这对于丰富和发展相关经济法理论，解

决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亦具有重要

价值。

在上述“现代化—经济体系—经济法”的理论

框架中，还涉及“现代化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事

实上，各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其经济现

代化进程紧密相关。在我国，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背

景下，经济法才得以应运而生; 正是在推进现代化

的过程中，经济法才不断取得长足进步。与此同

时，经济法对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也持续发

挥了重要作用。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全面实现现代化，对经济法的重要功能就

应有全面认识，并在制度实践中弥补影响相关功能

实现的缺失。

由此扩展，在整体上还应关注经济体系与法律

制度的“对应关系”。由于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离不开相应法律制度的支撑，如果缺少法律制度，

就难以形成有效的经济体制以及相关的各类机制，

因此，经济体系的现代化需要在相关法律制度的促

进和保障下进行，尤其应在法治框架下逐步推进。

一国的经济体系建设如果偏离了法治轨道，就谈不

上“现代化”，而能否符合“在法治框架下依法构建”

的要求，应当是衡量经济体系是否现代化的重要

标尺。

据此，从法治的视角看，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

系，不仅要有现代的经济理念、经济体制、经济机制

等，还要有现代的法治理念，即应当在法治的框架

下，依法建设经济体系，并依法促进和保障该体系

的发展①，而在此过程中所依的“法”，则主要是作为

现代法的经济法。

总之，“国家的经济体系对应于法律体系，经济

体系的现代化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展开，并尤其需

要经济法的支撑、促进和保障”，这既是贯穿全文的

一条重要主线，也是法学领域值得关注的重要命

题。基于上述命题，不仅应继续加强“经济法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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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认为，“经济发展只靠

好的经济政策是推动不起来的，还必须能够保障法律和秩序、财产

权、法治以及政治稳定。”( 参见: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

后的人［M］． 陈高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59． )



“法治经济”的研究，还应进一步推进“发展理论”与

“法治理论”的探讨，并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

推动“发展法学”的全面构建。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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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plenish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Law

ZHANG Shou-wen
( Law School，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shall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legal system，of
which economic law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modernization-economic
system-economic law”，using the method of“structure-function analysis”，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omplex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consists of many elements at multiple levels and requires strong support from
economic law． Meanwhile，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requires the promotion
and guarantee of economic law． Economic law，therefore，is indispensabl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conomic system，and should remedy the lack of relevant functions of economic law in practice． In addition，

the public economy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economic system，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optimization
of multiple dual structures such as the private and the public economy，and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under the rule of law，which will be conducive to achiev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overall
modernization． It also contributes to expanding the development theory of economic law and the theory of the
rule of law，and to the deepening of the study of developmen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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