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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视域下的经济现象研究
——评《经济宪法学的界面》

陶 镕① 富新梅①②

(①伊犁师范大学法学院；②伊犁师范大学新疆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

要目标任务中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

完善。

宪法在经济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多方面的属性与功能。首先，宪法规定了基本经济

原则和政策，如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

度，为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提供指导。其次，宪法保障公民经济权利，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个人和企业法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最后．宪法明确国家的经济调控职能．包括宏观调

控和产业政策等，为国家维护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在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背景下．宪法的作用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控

权功能，而是开始在经济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凶此，宪法学的研究逐步涉及宪法的经

济属性与功能，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保障公民权利与市场机制运行效率等方面。在宪法学

视域下的经济现象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宪法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发挥其经济功能，以及推动国家

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探索宪法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为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撑。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赵世义撰写的《经济宪法学的界面》重点分析了宪法在法律、伦
理、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属性与功能，同时打破宪法学与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之间的固定界

限，将宪法置于整体社会环境下，研究其与伦理、社会文化及政治经济等各类学科间的相互关系。这本书的研究目标是深化刘‘宪法

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宪法的法律属性，而是更加全面地考察宪法在伦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功能和影响。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可以更好地把握宪法的综合意义，揭示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资源配置与权利保障”，主要包括五个章节。第一章权利的经济分析及其方法主要介绍传统权利学

说的局限，包括人权理论的冈境、权利的法学理论．以及我国宪法学的权利观。第一章探讨从经济学视角分析权利的方法，包括马

克思主义的权利经济观，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中的权利思想，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的权利学说。第二章权利的经济属性包括权利概

念的经济内涵、权利的经济本源和权利范畴的学理定位，主要探讨资源比价变动与权利主体的诞生。以及不同经济形态与权利的相

关性。第三章权利保障制度的经济功能探讨权利保障制度的经济功能，包括节省投票与组织费用、协调利益冲突和公民权利的资源

配置功能。第四章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主要探讨财产权的概念与意义，包括财产权与财产、所有权的关系，宪法上的财产权的概念与

特征，以及财产权在宪法中的意义。第五章经济权利与自由保障着重探讨经济权利与自南的关系，包括贸易自南、契约自南、劳动

权、罢T自由和迁徙自由等议题。

下编“赵世义学术论文选编”主要涵盖宪法学和经济学交叉领域的多篇论文，其中包括在经济学视角下对平等、自由和公民权

利的探讨，对社会权利的分析方法，对宪法学体系重构的质疑，宪法领域内不同法律规则之间的关系概述，以及对人权理论问题的

深入思考等。此外，人选的论文还涉及立法的实质，法国人权观嬗变的历史轨迹，宪法学的发展过程，以及经济宪法学领域的基本

问题和方法论基础。整体而言，这些论文涵盖宪法学和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对于深入理解宪法与经济的关系和影响具有重要的

学术价值。

宪法在经济现象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法治保障，而且为促进社会整体进步与和谐发展提供有益

的思想支持。在实践中，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宪法的经济属性与功能，并将其贯彻落实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为实

现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作出积极贡献。通过深刻理解宪法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能够更好地推动经济体制

改革与创新，引领围家经济发展的方向，通过加强法治保障，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的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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