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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F_B8_E6_B3_c36_266803.htm 经济法共考核40分，其中

《劳动法》5题9分，《证券法》1题2分，《反不正当竞争法

》2题2分，《拍卖法》1题2分，《招标投标法》2题3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题2分，《产品质量法》1题2分，《土

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3题4分，《土地承包法》1题2

分，《个人所得税法》1题2分，《企业所得税法》1题2分，

《税收征收管理法》1题1分，《商业银行法》1题2分，《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1题2分，《环境保护法》2题3分。《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会计法》和《审计法》没有考核。 经济

法的分值和往年持平，《劳动法》和“土地法”作为一贯的

重点分数较多，其他的单行法地位相当。今年经济法的试题

难度较去年有所下降，主要是偏题减少，考核的知识点回归

到了传统的重点，这从广大考生考后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到。

具体而言，《劳动法》考到了42条的工作时间制度(26题)和27

条与30条的经济性裁员(97～100题)。《反不正当竞争法》考

到了7条的行政垄断(21题)和5条的混淆行为(22题)。《拍卖法

》考到了拍卖规则(72题)。《招标投标法》考到了45条与46条

中的中标通知书的性质和法律效力(25题)以及3条的招标范

围(71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考到了7～15条中的消费者

权利(66题)。《产品质量法》考到了62条的服务业经营者的法

律责任(65题)。《土地管理法》考到了16条的土地确权纠

纷(24题)、57条的临时建设用地(27题)以及《实施条例》29条

中的国有土地的有偿使用(74题)。《土地承包法》考到了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与流转(73题)。《个人所得税法》考到

了2条的征税范围(69题)。《企业所得税法》考到了26条、27

条中的减免企业所得税的情形(70题)。《税收征收管理法》

考到了40条的强制措施(23题)。《证券法》考到了证券的性

质(75题)。《商业银行法》考到了3条的商业银行的性质(68

题)。《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考到了6条的信息共享机制(67题)

。《环境保护法》考到了9～12条中的环保主管部门的职

权(28题)和41条、42条中的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76题)。针对

上述试题考生应有以下启示：首先，经济法部分理论性弱，

绝大多数就是法条题，今年的考试只有75题稍具理论色彩。

因此，考生在复习时最简洁的方法就是反复阅读法律条文，

教材和著作类的辅导资料费时费力，价值不大。其次，考生

在复习时不能忽视各单行法相关的行政法规。如《土地管理

法实施条例》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都在今年成为

了考核对象。由于今年的命题非常“常规化”，预计试题答

案不会有太大争议。 商法共考核48分，其中《公司法》6题9

分，《合伙企业法》4题6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题2

分，《企业破产法》3题4分，《保险法》2题4分，《票据法

》2题3分。另有《公司法》案例1题20分。《个人独资企业法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和《海商法

》没有考核。 商法的分值较往年有所减少，《公司法》作为

传统的龙头仍然是风光无限，占据超过一半的分数，其次就

是大幅修订过的《合伙企业法》和《企业破产法》，其他法

律分数较少，这种分值分布和往年是一致的。具体而言，《

公司法》考到了公司的股东人数(25题)、公司财产的独立

性(26题)、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转让(30题)、有限责任公司清



算组的职权(76题)、股东权利和义务(78题)和公司的分立(79

题)。这些题目总体难度不大，考生运用以下知识即可解答：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是50人以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

是2200人；股东的出资除了土地以外都必须转移所有权给公

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对外转让股权时其他股东在有优

先购买权，但前提是“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且“在同等

条件下”；股东未实际履行出资义务不影响其股东资格，且

股东分取利润是按“实缴”出资比例；公司分立应由股东决

定，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合伙企业法》考到了表见

合伙(27题)，合伙人的主体范围(31题)，合伙企业的破产(73

题)，有限合伙与普通合伙的区别(75题)。这些试题的答题要

点是：表见合伙导致该有限合伙人对该项业务承担无限连带

责任；普通合伙人可以是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只是排

除了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上市公司、公益性的事业单

位和社会团体；合伙企业可以破产，破产后普通合伙人仍要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考到了股权

转让(74题)。《企业破产法》考到了管理人的职权(28题)，债

务人财产的范围(29题)，债务人可以申请的程序(70题)。《保

险法》考到了保险利益原则(72题)，责任保险与代位求偿(77

题)。《票据法》考到了票据理论(32题、71题)。考生对32题

应注意：票据无因性不能在原因关系的直接当事人之间主张

；对物抗辩是对票据记载事项的抗辩，能对一切人主张，对

人抗辩则反之。对71题应注意：票据具有无因性和设权性。

结合上述试题分析，考生应有以下启示：首先，商法较经济

法而言更具理论性，这一点在《保险法》和《票据法》上体

现的最明显。因此，商法的学习不仅要注重法条，教材的论



述或辅导教师的讲解都是有必要参考的。其次，新增法律和

知识点都是考试重点，这一点在《合伙企业法》和《企业破

产法》上体现的最为明显。但同时也可看出，第一年考核的

新增法律和知识点难度一般不大，得分较容易。 知识产权法

共考核14分，其中《著作权法》4题7分，《专利法》2题3分

，《商标法》2题4分。知识产权法的分值和往年持平，《著

作权法》在其中仍然是重心，试题难度也最大。具体而言，

《著作权法》考到了合理使用(14题)，著作权的权利内容(58

题)，表演者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59题)，作者的认定(60题)

。《专利法》考到了专利侵权行为(15题、63题)。《商标法》

考到了商标侵权(61题)和商标的构成条件(62题)。从以上试题

可看出，当前的知识产权法命题越来越集中于侵权行为的认

定。除此之外，《著作权法》还易于考核权利主体、合理使

用和权利内容(其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和表演者权考核最频

繁)。《专利法》还易于考核专利的新颖性，《商标法》还易

于考核商标的构成条件。由于知识产权法愈来愈侧重理论考

察，试题几乎都是拟制的案例，考生仅仅靠复习法条是绝对

行不通的。建议在全面了解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

释的基础上认真阅读教材或接受培训和辅导。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