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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各项法律法规全面完善优化，利用经济学方法对产品质量法展开全面分析，能够准确找寻出目前产品质量

法当中存在的问题，使得产品质量法能够更好的发挥出自身作用。因此，论文首先对产品质量法经济学分析的可行性加以明确；

其次，对产品质量法经济学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产品质量法经济学分析的动态研究。

Abstract: With th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and optimization of various social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use of economic 
methods to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oduct quality law can accurately fi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oduct quality law, so that the product quality law can better play its role . Therefore, the article first clarifi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duct quality; secondl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in the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duct quality; on this basis, proposes a dynamic study of the leg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duct quality.

关键词：产品质量法；经济学分析；动态研究

Keywords: product quality law; economic analysis; dynamic research

DOI: 10.12346/emr.v4i1.5299

1 引言
在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产品质量已经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其不仅与群众自身的健康安全有着

紧密联系，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然而，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各样的假冒伪劣产品相继

出现，这也对那些质量较为优异的产品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影

响，并且不同人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应当提高产

品质量，还有一部分人主张严厉打击假冒产品，这也对产品

质量法的实施产生了影响。因此，这就需要将法律与经济有

效连接在一起，采用经济措施以及法律形式来对市场进行引

导，以此来对市场进行规范引导，从而起到更加优质的法律

实施效果。

2 产品质量法经济学分析的可行性
对于法律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其对于法律的认知产生

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其中存在着能够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与法

律问题的多元化解决措施，以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更好的完

善法律内容，同时，这也为产品质量法的深入研究提供出了

一个研究切入点，必须要采取适用性更高的方式，并通过更

加高效的措施来进一步优化产品质量法内容，在提高各类产

品质量的同时，更好的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而对于产品

质量法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其在本质上就是将各种法律问

题作为课题，并采用经济学的方式进行深入研究，这也使其

通常被称之为法经济学。同时，利用法经济学研究产品质量

法，可以将法经济学当中所涉及到的各类理论内容有效应用

到产品质量法这一法律领域当中，一方面可以有效拓展法经

济学的整体研究范围，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产品质量法的研

究提供全新的发展思路。

针对产品质量法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其在本质上就属

于一种对法律展开研究以及分析的全新方式，而产品质量与

群众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这也使其受到了

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甚至成为了群众提高自身生活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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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需求。因此，产品质量法当中涉及到的各项内容，已经

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环节当中，无论是在哪一方面产生了产

品质量问题，其都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在近年来

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实践也对理论知识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

用，理论知识也对实践发展进行引导，这些都为产品质量法

的经济学分析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由于整体法经济学的

发展时间相对较短，其在理论体系方面仍旧存在着较大的发

展空间，目前针对产品质量法所进行的经济学分析，其仅仅

只局限在产品质量法的各个子制度上，比如产品责任等，还

并没有对产品质量法进行系统化的经济学分析 [1]。

3 产品质量法经济学分析当中存在的问题
站在实际情况的角度上来看，中国当前产品质量法的经

济学分析还存在着以下几点严重问题：

首先，还并没有对产品质量法自身的系统性展开经济学

研究以及经济学分析，无论是产品质量的侵权责任还是产品

质量监督的政府规制，其仅仅只局限在法学以及经济学的理

论拓展方面，没有展开综合性的理论论述，整体研究内容相

对较为分散，极度缺乏系统性。

其次，没有准确找寻出产品质量法的本质内容，在对产

品质量法展开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必须要采用经济分析方

式，通过经济所蕴含的内在原理找寻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

具体措施，从而在达到法律规定主要目的的同时，提高产品

质量。

最后，产品质量法的经济学分析只限于理论研究方面，

其内部并没有设置出具备着可行性的操作措施，还存在着较

为严重的学科分割问题，经济学与法学都处在一种各自研究

的状态中，大部分经济学研究内容都处于产品质量的监督体

制上，而法学领域则集中在产品责任方面。由此可以看出，

站在经济学角度上来对产品质量法进行研究，其目前还比较

薄弱，其内部并没有形成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内容，特别

是在市场自然竞争条件以及政府干预条件所产生的影响下，

产品质量法的建设并没有展开深入研究，导致产品质量法的

内在机理在理论的角度上很难得到准确把握，对产品质量法

的发展优化产生严重影响。而在当前产品质量问题不断出现

的背景下，更应当加大对于产品质量法的研究力度，通过经

济学分析的方式来促进产品质量法的优化建设 [2]。

4 产品质量法经济学分析的动态研究
4.1 对产品质量法进行系统化的经济分析

为了有效提升产品质量法经济学分析的准确性，就应当

在产品质量品牌、质量责任、质量监督以及质量标准等多方

面内容展开深入分析。其中的质量品牌，其属于在市场经济

条件影响下自然竞争所出现的结果，质量标准则属于政府部

门对市场发展进行干预的一种主要措施，采用市场的方式来

对自由竞争进行干预。简单来说，如果对于品牌方面的主要

追求为差异化，而标准所追求的则是统一化，通过质量标准

可以避免那些垄断企业提供质量较低的产品，也可以预防竞

争企业内部提供出低劣产品。而相对于产品质量责任以及质

量监督来说，品牌以及标准都属于市场方式，产品质量责任

则是采用法律形式来内化后果，产品质量监督则是一种较为

直接的行政手段。在品牌的建立过程中，其内部所采用的主

要就是市场化措施，以此来提高产品质量。

因此，这就需要加大对于产品质量品牌形成、保护等内

容的经济学分析力度，以此为基础来构建出对应的品牌战略

与品牌措施，而对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

可以在标准产生、标准性质以及交易信号等多方面内容开

展，对于产品质量责任就要在经济学与法学这两个角度进行

深入认知，在归责目标、预防行为与责任种类这三方面主要

内容来对产品质量归责原则展开深入分析，而在产品质量监

督方面，就要在成本效益以及市场激励得到角度上来选择主

要的监督方式。

4.2 提出可行的解决措施
产品质量法属于一种部门法，其与群众的生活之间有着

十分紧密的联系，这就需要在进行经济学分析的过程中，确

保各项内容能够得到充分落实。简单来说，应当对产品质量

产生影响的品牌、责任、监督以及标准这四方面内容展开系

统化的分析，其中的核心内容就在于对产品质量法的完善，

通过对应措施来提高产品质量。而在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其

在表面上是执法与立法方面的完善，但其中却蕴含着经济学

内涵，应当通过法律的表面来完善其内部存在的经济学原

理，通过经济学理论来对产品质量法进行检验，在制定法律

内容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背后隐藏的经济学元素从而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3]。

5 结语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产品质量法已经得到了较为完善

的发展优化，由于其与群众的日常生活之间有着极其紧密的

联系，这就需要站在经济学的角度上对其展开深入分析，准

确找寻出其内部存在的各类问题，利用经济学分析的方式来

科学合理的促进产品质量法的完善建设，确保产品质量法可

以更好的发挥出自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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