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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旨在促进改革、发展的法律法规。我们把这种法
律现象称为“促进型法律”。促进型法律的功能发挥和机制运行是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本书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促进型法律的基本理论的
相关问题，旨在探索法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机制并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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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法治国家战略的实施，通过法律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功能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

量旨在促进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发展的法律法规。我们把这种法律

现象或法律类型称为“促进型法律”。之所以称为促进法，主要在于

法律的引导和激励功能直接体现在立法目的和法律规范的价值取向

上。理论和实践表明，促进型法律的功能发挥和机制运行是实现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采用这种发

展模式，并取得了良好效果。遗憾的是，我国法学界对这种法律现象

的关注和研究极少，实务界还对促进法存在诸多误解。我们认为，探

讨促进型法律问题，不仅对促进法理论和相关的法学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而且对我国正在推行的法治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结合文献研究和实践调查，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促进型法律

的基本理论问题。除导论和结语外，本书共分八章。

第一章，促进型法律的基本概念。本章主要阐述了促进型法律

的定义、特征、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分类和促进法的部门属性等

基本问题。在分析法的历史类型的基础上，本书将法律分为三种类

型：禁止型法律、维持型法律和促进型法律，并提出促进型法律的定

义。促进法的内容特征包括促进领域的发展性、促进效率的优先性、

促进手段的政策性、促进行为的规制性、政府职责的综合性和社会参

与的广泛性。促进法（法律促进）与“激励法”、行政指导、行政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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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救助等概念既有联系又区别。根据调整领域、法律部门、法律功

能、法律内容等标准，促进法具有不同的渊源和分类。本书虽从行政

法学的视角研究促进法，但提议不宜对促进法加以“部门化”的限制。

第二章，促进型法律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阐述了促进型法律

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法律内部等领域的学理基础。经济学方

面，主要分析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

义经济学等经济学派理论及其对促进法的启示和影响。政治学方

面，主要分析了国家经济社会职能演变和公共治理运动兴起等理论

及其对促进法的启示和影响。社会学方面，主要分析了发展社会学、

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法学等社会学派理论及其对促进法的启示和影

响，其中，社会学法学是促进法的重要学理基础，也可理解为法理学

上的基础。法理学方面，主要分析了综合法学、回应型法学等法哲学

思想及其对促进法的启示和借鉴。

第三章，主要发达国家促进型法律制度及比较借鉴。本章主要

阐述了美、英、法、德、日、韩等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促进型法律制度

（法律促进发展机制）和促进措施。结合各国促进法制度的不同特

点，重点分析了美国的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调控、欠发达地区开发和

发展以及对政府促进发展的规制等制度，英国的行政救助、促进小企

业发展等方面的立法，德国的宏观经济和促进就业立法，法国的农业

指导立法、促进法与法国法律体系的协调等方面，日本的宏观经济调

控、循环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促进型立法，韩国的产业发展促进法和科

技发展促进法等。本书以历史背景和文化基础、价值取向和“权力—

权利”关系、促进法自身结构和发展以及监督和救济机制等视角，分

析了国外促进型法律制度对我国促进法的借鉴意义和内容。

第四章，促进型法律的价值定位和基本原则。本章在简单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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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价值的基础上，分析了行政法价值研究的困境及行政法特有的

两个“二元结构”，提出促进法是一种社会本位的行政法；简要论述了

中国行政法价值理论和行政法价值具有的多元性、冲突性和发展性

特征；重点阐述了促进法的价值理论基础———和谐行政法———一种

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促进法的价值分类，并构

建了促进法的价值体系和内容结构，重点介绍了促进法的效率价值、

发展价值和和谐价值等价值元素；在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促进法

特有的六个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人本主义原则、平衡协调原则、效率

优先增进公平原则、促进法治化原则、政府责任原则和发展权原则。

第五章，促进型法律规范。本章首先指出关于法律规范研究方

法存在的弊端，进而采取以语词和文本分析为重点的“形式分析路

径”。通过对促进法条文的统计样本分析，提出以“表征性语词”代

替“道义词”分析促进法规范。促进法规范可以分为权利性规范、义

务性规范、职权性规范和“非具体权利义务性规范”，并分别介绍了各

自的表现形式。本书指出在一般法理学意义上，建立统一的“法律规

范逻辑结构”是不现实的，建议根据法律规范的不同类型，建立不同

的规范结构或要素组合。政府（行政机关）是促进法最主要的规范主

体，并分析了原因所在。最后，提出促进法法律关系及其公法属性，

并简要分析了其具有的主要特征。

第六章，促进型法律的功能和措施。本章在法律功能的一般理

解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型法律功能的定义。法律促进发展

机制的模式可以分为政府推动型、社会推进型和政府社会互动型三

种模式。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了当前我国法律促进机制的模式选

择应当是分步骤、分阶段的路径，即先以政府推动为主，而后培育社

会力量参与再至双方的互动推进。促进型法律的功能具有宣示指

引、利益调控、行为激励、整体发展和强制保障五个维度。常见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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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措施主要包括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政府公共

服务、利用发展规划（计划）、促进工作协调机制、动员社会力量、奖励

或表彰制度、针对性的监督检查制度等。

第七章，促进型法律的责任理论。本章在法律责任理论演变和

学界关于促进法责任理论的分析基础上，提出法律责任和强制力随

着时代发展呈减弱趋势和促进法责任所具有的特殊性。促进法责任

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温和中庸、理想追求的促进法特征和公共治理模

式下的“软法”理论。促进型法律文本中的责任主要包括行政主体责

任、其他主体责任以及援引其他法律等形式。基于法律责任的设置

程度，可以对促进法进行不同类型的关注。过错责任原则是促进型

法律的主要归责原则。促进法中政府责任是一种综合责任，包括法

律责任、道义责任、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等其他责任。促进法责任具

有两面性，即正面促进规范和反面强制规范的配合使用，是实现法律

促进功能的重要途径。

第八章，促进型法律的实现。本章主要讨论促进法实现的概念、

意义、模式、影响因素和完善措施等。促进型法律实现是推行法治行

政的重要方式，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利于逐步实现均

衡发展，有利于提高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度，有利于促进法体系的完

善。促进法的实现可以根据不同促进法规范的实现分为三种模式。

影响促进法实现的因素主要包括促进法自身的因素和促进法运行体

制等方面。最后，本书提出完善促进法实现的措施：加大宣传力度、

完善激励政策、加强和改善财税宏观调控、强化政府服务、完善有关

促进法配套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修改完善部分促进型法律等。

关键词：促进型法律；概念；价值；原则；规范；功能；责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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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ｓ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ｙｐｅｓｏｆｌａｗ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ｌａｗｓｃａｎ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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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ｓｆｏ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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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ｏｍ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Ｌａｗ，ｔｈｅ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ａｗ，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ａｗａｒ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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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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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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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ｗｓａｂｏｕｔｍａｃｒ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Ｊａｐａｎ；ｔｈｅｌａｗｓ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Ａｎｄ ｔｈｅｎ，ｆｒｏｍ ｓｏｍ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ｉｓｃｈａｐｔ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ｏｕ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４ｉ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ａ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 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ｔｗｏ

“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ａｔ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ｉｓａ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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