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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这一章与去年的内容比较，增加了一节内容，即法律行为

和代理的内容。此外，在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即仲裁、诉

讼和行政复议三个途径中，也都增加了相应的内容。本章近

几年的分值为3至5分，由于今年本章进行了一些结构上的调

整，所以预计本章今年的考分会有所增加，大概会在8分左右

，主要以客观题为主。法律行为、代理、诉讼时效这三个知

识点可以在主观题中出现。第一节 经济法概述本章主要知识

点：一、经济法的基本概念（了解）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管

理和协调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了解）1、市场主体调控关系2

、市场运行调控关系3、宏观调控关系4、社会分配调控关系

三、经济法的渊源（熟悉）1、经济法的渊源就是法律规范赖

以存在和表现的形式。在考试中常出现经济法形式的内容，

这两者实质上是一样的。2、每类经济法的渊源的制订机关和

效力范围。（多以选择和判断方式考查，如果出现混排的选

项，注意层次的问题）（1）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

和修改，具有最高法律效力。（2）法律：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及常务委员会制订，效力仅次于宪法，是经济法的主要渊

源。法律通常都以“法”的形式出现，例如“公司法”、“

会计法”、“政府采购法”等。（3）法规：包括行政法规和

地方法规，效力上次于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订



。法规一般以“条例”的形式出现，如“企业财务会计报告

条例”、“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等。例题：下列规范性文件

中，属于行政法规的有：（）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B、国务院制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C、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制订

的《深圳特区注册会计师条例》D、中国人民银行制订的《

银行结算帐户管理办法》答案：B解析：A项属于法律，B属

于行政法规，C属于地方法规，D属于部门规章。（4）规章

：包括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规章通常以

“办法”形式出现。如“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等。（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和特别行政区

法：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6

）司法解释：是最高法院针对司法工作实践中的问题所作的

法律解释，具有法律效力。例如合同法若干问题解释、关于

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7）国际条约和协定：

我国参加或承认的国际条约或协定。要求考生记住这几种渊

源的制订机关及效力。第二节 经济法律关系考生熟练掌握本

节各类知识点。一、经济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分别是主体

、客体和内容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是所以法律关系的基础

内容，要求重点掌握。（一）主体所谓主体，是指在经济法

律关系当中享有一定权利和承担一定义务的当事人或参加者

。主体资格的取得：通常包括法定取得和授权取得。要成为

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通常要求必须具备一定的主体资

格，主体资格如果不合格，不能成为经济法律关系当事人或

参加者。衡量主体资格的标准：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经济



法律关系的主体一般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对于法人来说，

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一定是一致的，有权利能力就有行为

能力。比如国有企业：企业的财产归国家所有，国有企业对

国家所有的财产进行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只所以能对国家所

有财产进行管理、经营是因为国家的授权，国家以发放营业

执照的方式授权国有企业对国家所有的财产经营管理，所以

国有企业取得权利能力的同时，行为能力也限制在营业执照

规定的范围内。而作为自然人，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不必然

一致。一般来说，作为公民行为能力分为：完全行为能力、

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不

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和不能辨别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属于无

行为能力人；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别自己行

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所进行的行为要

与其年龄、智力健康状况相适应；年满十八岁或十六岁以上

不满十八岁但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来源的人，属于完全行为能

力人，应该对自己的行承担负法律责任。（掌握）在我国，

经济法律主体主要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企业内部组织、公民、个体工商户等。学习时应注意以下

几点：1、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国家司法机关（公、

检、法）。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国这机关主要是指具有

经济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其他国家机关是不能成为经济法

律关系主体的。2、国家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经济法律关

系的主体，例如国家发行国债时，国债购买者与国家形成债

权债务关系。再如国家以政府的名义与外国签订经济协议，

国家也是经济法律关系主体。3、事业单位根据法律授权或行



政机关的委托实施经济管理职责时，是以经济管理主体的身

份参加经济法律关系的。4、社会团体，如工会、妇联等，是

作为第三方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的。5、企业内部组织无

独立法律地位，但可以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例如工厂

下属的车间承包经营时，车间就是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但

相关当事人与车间在经济交往过程中发生经济纠纷，相关当

事人只能对该车间所属的工厂提起诉讼，而不能直接起诉该

车间。所以说企业的内部组织无独立的法律地位，但却是经

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二）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即经济权利

和经济义务的内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是对等的。经济法

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权利主要有以下几项权利：经济职权、所

有权、法人财产权、债权和知识产权等。经济职权重点掌握

以下内容：1、经济职权的性质：按法律规定，经济职权具有

一定的行政性质，并不仅仅具有经济性质。（单选或判断）2

、经济职权对于国家机关的行政人员来说，既是权利也是义

务，所以不能随意放弃或转让。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处

分和收益四项权能。债权是一种乞求权，其义务主体是特定

的。（三）客体（重点掌握，注意教材的举例并适当做些练

习）客体，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

务共同指向的对象。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1、物，亦称

有体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物质形态表现 （2）

具有经济价值 （3）能为人们所利用和控制 （4）不能是限制

流通物或禁止流通物例如：阳光、空气不能成为经济法律关

系客体；机器设备、生产生活资料等就可以成为经济法律关

系的客体；武器、毒品等属于限制流通物和禁止流通物，也

不能成为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2、经济行为：包括管理行为



、提供劳务的行为和完成一定工作的行为。3、非物质财富：

原教材中称为智力成果，新教材的非物质财富中既包括智力

成果，也包括道德产品。智力成果，其法律表现形式主要是

商标、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有技、文学、艺术及科

学作品等。道德产品包括荣誉称号、嘉奖表彰，是法人荣誉

权的客体。（四）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及消灭经济法

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及消灭，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主要包

括：1、经济法的规范2、经济法的主体3、法律事实 一般题目

在“法律事实”这一项出题较多，它是指能够引起经济法律

关系发生、变更及消灭的客观现象，包括事件和行为。事件

包括绝对事件和相对事件，行为包括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

常见以下几个考点：判断“只有违法行为引起经济法律关系

的发生、变更及消灭”这句话是否正确。行为分为合法行为

和违法行为，都可以引起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及消灭

。再如：直接问各项哪些属于能够引起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

、变更及消灭的绝对事件或相对事件。一般来说，绝对事件

是人的主观意志不能决定的，比如地震；相对事件是人的主

观意志可以决定的，如战争。考生注意审题。有时需要两个

以上的法律事实，才能引起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及消

灭。如保险赔偿关系的发生：只要按规定缴纳保费，保险的

法律关系就已形成，但赔偿是否发生，要看是否有约定的情

况或事项出现。比较典型的如航空保险。这种两个以上的法

律事实出现才引起一个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及消灭的

，这种事实称为事实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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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