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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E_E6_B3_95_E5_c36_479949.htm 经济法和商法可以说

是司法考试中的“鸡肋”，分值不高，但涉及法规极多。本

次司法考试的大纲已经明确指出，经济法和商法的总分均为

２０分，但包含的法律文件却多达３５个，平均每个法律文

件的分值不到２分。其中公司法“鹤立鸡群”，独占１３至

１５分（这考虑到了本法有可能在卷四中出案例题），合伙

企业法、保险法、劳动法各占４至５分，票据法占３分，其

余单行法律、法规都在１至２分的水平上，甚至个别法律会

１分不考。 针对这种情况，本部门法的复习有如下特点： １

．抓重点和难点，切忌全面复习。全面复习当然很理想化，

但却很不现实，因为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毕竟都是有限的。不

突出重点的后果就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主次不分，以致忽视

真正的重点。一般来讲，各个部门法的重点都可以从历年考

试真题所反映的规律中摸索出来。 ２．以法条为核心，辅助

以教材和习题。法条、教材和习题是司法考试备考的三大法

宝，哪一个都少不了。但针对不同的部门法，三者的地位和

处理方法却应有所不同。 我认为，法理学、“三国”、法制

史的侧重点在于教材，因为它们纯属理论，没有相关的法条

作为依托。民法、刑法、行政法则是教材和法条并重，不可

偏废。因为它们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法条点出了基本规

定，但理论知识还是在教材中论述的更详细、更全面。诉讼

法和经济法、商法则要以法条为主，教材为辅，原因在于它

们理论性都不强，很多题目都直接来源于法条本身。而且，



相对于厚重的教材而言，简约的法条会使大家复习起来更有

信心，更有条理。 至于习题，则对于任何部门都是必不可少

的，因为熟悉和了解知识与正确的答题还是有差距的。做题

的最大益处就是能查漏补缺，发现自己的不足。而且，我本

人也认为，历年真题的价值是最大的，最具有参考价值。虽

然题目本身不大可能会在以后的考试中重复出现，但其背后

考查的知识点则永远是重点，会被重复考查到。真题的规范

性是其他任何模拟题都无法替代的。需要注意的是，做题只

是简单知道对与错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要知道为什么，这

样才能保证以后再接触同样的题目时不会出错。要知道所以

然，就要看懂解析。 ３．点到为止。本部门法从总体上看，

理论性不强，难点不多，但个别法律文件，如票据法，就因

为过于专业而让很多考生却步。 要知道司法考试是标准化的

全国统一考试，这就要求它的题目不可以太偏、太怪、太专

业。尤其应该注意的是，这次司法考试之后要首次公布标准

答案。这实际上也是对出题者的一个束缚，不能出太有争议

、太偏的题目。所以，法条本身就更重要了。因为任何教材

都只能是法学家的一家之言，把它作为标准答案会有风险。 

此外，这也同时使得像专业性较强的票据法一类的法律不会

把理论性过强的知识点作为考点出现。往年的考试也证实了

这一点，所以考生注意，只要以司法考试为标尺，掌握适当

的深度和广度就可以了。 来源：人民法院报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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