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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问题的探讨

程小军

(山西体育职业学院体育经济系，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是指国家根据法律规定对经济发展过程进行管理、调控和指导，国家对经济的适

度干预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建以及实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在思想观念与经济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

干预等方面存在矛盾，建议加强法律对国家干预的限制，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有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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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是指国家根据法律的规定对

经济发展过程进行整体、适度的管理、调控以及指

导。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适度的干预，国家

对经济的适度干预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建以及实

际应用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

原则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问题，有待相关部门进一

步研究和解决。本研究主要从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

预原则的背景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

应的解决对策。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与法律是同时出

现的，在历史的发展中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

着不同的责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的发展

以合理的资源配置为基础，只有各种资源合理组合，

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经济效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中一直都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干预，共同支配资

源的分配以及经济的调节，难免会出现不协调现象，

影响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本身是有序的，但是由于

一些经济主体的行为扰乱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导致市场的无序性，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来维持市

场经济的秩序，惩处扰乱秩序的行为和个人，促进经

济的健康、稳步增长。

一、经济法与国家适度干预原则

经济发展一般包括三个阶段：自由经济、市场经

济与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阶段，对于资源配置、社

会财富的创造以及积极性与创造性的调动，市场始

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

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其自身的弊端会逐渐暴露出来，

最终可能会导致市场失灵现象。只要是市场经济，

就难以避免市场失灵的情况，一旦出现市场失灵，就

需要由国家干预来完成。我国是法制国家，需要依

法办事。然而，行政法并不能够对国家干预进行调

整，所以，国家干预经济法应运而生。经济法能够赋

予国家公权接人私权这一权利，使其干预具有一定

的合法性，但是，在国家干预的过程中可能会有政府

权力失控的现象，最终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由此

可见，政府干预需要受到限制，这已经成为经济法中

需重点研究的内容。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要以社会公益为基础，

并把握适度、适当的原则。经济法的设立是为了能

够使国家更好地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经济法主要

为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提供保障。在经济大力发展的

条件下，只靠市场“无形之手”的调节难免会出现漏

洞和缺陷，所以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之权是维持经济

市场秩序的客观需求[1]。社会生活需要介入国家管

理，这属于国家干预的范畴，而法律是国家介入社会

生活的保障和依据。经济法是为了使国家对经济生

活的干预更合理和有效而设置的一种法律形式。国

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程度，用什么方式进行干预

以及干预需要遵循的原则等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

同的法律和政策，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和阶段其

干预的原则、方式以及范围也不相同。西方一些国

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过度干预以及过少干预都印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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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经济规律：干预过度会限制经济的正常发展，

而干预过少又会使经济发展太多的自由，导致市场

失控现象发生。通过对其他国家经验的总结，我国

采取适度干预原则。而这种适度的干预原则需要有

一定的法律提供保障。

二、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的必要性

(一)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与社会进步需要法律

保障

金融危机风波影响全球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

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为了保障经济的稳步发展，不

仅需要增加固定的投资来提高经济发展的动力，还

要对经济结构进行优化，使我国的经济能够快速摆

脱困境。同时还要根据我国的国情来调整货币政策

以及汇率制度，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自身发展

人手，深入挖掘自身存在的潜力，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大力吸引外资注入。而

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都离不开国家的干预，急需

对经济市场进行立法。

(二)为国家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提供保障

我国经济结构中的主要问题体现在产业结构不

合理、城镇化建设水平低、地区发展不协调等。有效

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扩大内需，进行有效供给，在国

际竞争中争得主动权。以我国西部大开发为例，大

力开发西部地区经济是我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措

施之一，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不仅需要有充足的资

金、高超的技术以及高素质人才，还需要以良好的法

治环境为依托[2]。通过分析一些失败的经历可知，

只有在法律的保障和约束下将开发政策固化，才能

使开发的过程有章可循，在开发的过程中没有后顾

之忧，从而实现落后地区的快速发展。对于西部开

发必须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并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

稳定性，使西部开发的决策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换任

以及个人意愿而改变，所以需要以法律的形式对西

部开发的政策进行完善，从而使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能够得到贯彻和实施。

三、我国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存在的问题

国家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在实施过程中存在

很多困难，特别是我国正处于经济制度交替阶段，开

展适度干预具有局限性。

(一)思想观念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在经济的适度干预中，政府需要以依法行政为

准则，根据法律中对政府干预界定的范围、手段以及

程序进行正当、合理的干预。但是由于受到计划经

济体制的影响，政府的绝对统治地位在人们的观念

中根深蒂固，导致一些地方缺乏依法行政和依法干

预的理念，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时没有意识到自

己的干预行为是否合法，一直将政府的职能凌驾于

市场之上，采取粗暴的方式对市场进行干预。一些

地方政府的本位思想严重，偶尔会将权力之手伸到

法律范围之外，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干预。这种

现象的出现使经济法的适度干预原则难以有效

落实。

(二)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矛盾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要以政府与市场的运行规律

为依据，在对成本收益进行对比后，以经济自由、公

平、安全为目的，严谨实施干预行为。但是我国的经

济体制目前仍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

段，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深蒂固，要想改变现状还

需要承受其带来的强大惯性作用，这也导致我国的

市场经济体制还远远未成功建立，政府职能的转变

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进而产生市场短缺以及政

府职能发生错位的情况[3]。市场的短缺具体表现为

市场制度不完善、体系不完整、信息渠道不畅通以及

市场信号被屏蔽或扭曲。而政府职能的错位具体体

现在政府干预经济过轻或者过重，从而造成市场经

济紊乱。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介入的领域不合理：

一些本应该由市场调节和企业管理的领域，政府也

介入其中；或者本该政府干预的事情，又由于政府的

财力以及权威性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而使干预能力

不足。

四、关于我国经济法适度干预的建议

(一)加强法律对国家干预的限制

我国经济法适度干预原则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困

难，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干预过程中缺乏依法行政理

念。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要建立规范的国家干预经济

的政策体系，其中包括国家干预的范围、力度、程序

以及手段等，从而使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能够遵循规

范化和法治化原则[4]。目前我国干预主体在干预过

程中经常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在制定法律条款过

程中需要对这些内容进行明确，特别是要加强对干

预主体的法律控制，并确定政府市场干预的监督部

门，使政府的干预活动能够受到有效的监督和控制，

督促政府依法干预。此外，还要对国家干预程序进

行法制化管理，使国家在经济的宏观决策、微观管理

以及政策和财政救济中能够有章可循。

(二)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建议

在对经济生活进行国家干预的过程中，一定要

根据具体的法律规定来进行。而干预权则来源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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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规定，同时与法律规定程序相吻合，不允许在法律

没有授权的情况下随意进行干预。其中，国家干预

的方法有很多，有经济、行政与法律这三种，而法律

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要站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适

度干预，并且充分地展现客观规律的要求，保证国家

适度干预的有效性。而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过程

中，首先要对原有的错位经济职能进行纠正。对国

家经济职能体系进行梳理，并对政府的经济职能或

者是企业本身所需具备的权利进行限制，进而将市

场调节职能真正地转交给市场，保证其在资源配置

方面能够发挥作用，避免由于国家的过度干预而受

到影响。而对于市场失灵的领域，则应该充分发挥

政府的经济职能，并且通过国家干预来解决市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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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moderate intervention by economic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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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 moderate intervention by economic law is an action through which a state manages，

regulates and direct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cess according to law．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principle of economic law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Yet，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in

the ide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market economy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Legal restrictions，

therefore，shall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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