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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雾水 经济法这布法的特别跟其它不太相通，它就是多杂散

乱，多是指涉及到的法律法规还有司法解释和条文数量是非

常多的，这在其它几个部门法是最多，而且它的内容很杂，

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说它散是涉及到各个理论体系，而

且各个法之间互不相干，没有多大的联系，它不像民法、刑

法，每一个法是包罗万象，有一个总则分则，一根线可以贯

穿始终，但是经济法没有这么一条主线，银行法是银行法，

拍卖法是拍卖法，土地是土地法，劳动是劳动法，你每学一

个法就有一个基础体系，这也是很多考生提到经济法的时候

很难的，特别是复习到最后阶段的时候。 司考专家传授应对

之策 经济法中重要法在卷一中的分值 根据历年情况，把经济

法几十部法进行排列、组合。考虑一下它优先顺序，有几部

法是必须作为重点来复习的，第一个是劳动法，劳动法每年

分值要占到5?8分，还有第二部是土地法，土地管理法、城市

房地产法和土地承包法，这都是重点法条，还有消费者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这几块法它的分值一般在5

分或者超过5分，另外还有证券法，证券法因为去年10月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把它和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修改之后

，证券法条文240条，从内容上看，比公司法条还多，尽管从

历年看它的分值，证券法是一般的小法，它的分值相当于公

司法的1/5到1/6的分值。 围绕热点、法条复习经济法才是王

道 经济法只有二三十分，不要研究一些经济理论，复杂的东



西。他这一部分的考察有一个特点，一般知识针对法条来进

行考察，它考的比较浅，你把法条掌握了，法条本身包括一

些要点，有时候兼顾法条和法条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注意

事项，另外要围绕热点，历年考试中已经形成一种惯例，针

对某一部法来讲，出题的人形成了考试的密集区，经常对某

一项制度或某几种制度反复考察，形成热点。 举几个例子，

比如环境法，环境法他虽然从内容上来讲，非常庞杂，从学

科讲，它包括污染防治、也包括自然资源的保护两块内容，

司法考试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讲环境法就是污染防治

法，就这个而言，会导致三种后果，有刑事责任，第二会导

致行政责任，一般你环境超标，会导致罚款。 土地法、劳动

法应考必知 土地法、劳动法，这几个大法也有一些相关的热

点，土地法中，它有两条主线是必须每年都会考到的，一个

是土地法中关于农用地的保护制度，农用低保户制度当然制

度很多，耕地的保护，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限制，它要有

三级政策来审批，还有土地征用问题，农用地，农村集体土

地，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被征收，列为国有土地这些相关

的制度都是对农用地的保护，这些制度是一个考察热点。 城

市房产法应考必知 另外一个热点，城市房产法中所提到的土

地划拨制度，划拨制度我们过去四年有三年都考过了，不管

从哪个角度来考，划拨制度每年都是重点。用地人从政府获

地有两种方法，一是缴纳土地使用金，国家交付土地使用权

，这种方法在现实比较常见，但是土地的属性从法律属性上

来看，它完全属于民法上的用益物权，所以它的流转，包括

转让、抵押、出租，政府很少限制，所以它的各种流转的措

施，实际上在民法中调整比较多，而划拨土地比较有特色，



划拨土地是专拨专用，什么人能够取得划拨土地，划拨土地

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转让、抵押、出租。每一个政策都有政

府限制，划拨土地是属于经济法、有政府来干预这么一个特

色，所以在划拨土地和出让土地而言，划拨土地反而是历年

考察的热点，划拨土地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我们把它归结

为四个要素，不是什么人有划拨土地都能转让的，考生在教

材上认为说，政府或者军队我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我

缴纳土地出让金就可以转让是不对的。 90年国务院出台一个

政策，国有土地出让转让暂行条例，在土地法颁布之前，那

个时候我们国家没有有偿使用概念，在那个情况下，公司、

个人才能使用土地。如果是政府取得划拨土地，政府搬迁了

，搬到新区了，这时候你的划拨土地只能由政府收回，而且

划拨土地还有其他的要素，你要划拨转让的话，必须要把所

得的收益相当一部分和政府上缴给政府，只要是划拨土地，

你只要转让、抵押、出租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而且光地，没

有建筑物的话这种情况下，划拨土地绝对不能够进入流通领

域的，这些特殊的规则和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完全不同，这

是一个经常考的热点，讲它转上的几个要素。 产品质量法必

知 产品质量法里边，有一个特殊的规则，比如说经常有考生

把产品质量责任和产品责任这两个概念混了，产品质量责任

是一个合同关系，是与合同的原理。商品质量出现问题了，

购买者、消费者是没有什么选择权的，我们要把它和产品质

量、产品责任搞混产品责任它是特定的概念，它是指产品有

了缺陷之后，而这种缺陷又导致了财产，你这个商品本身之

外的财产和人身损害，产品责任在法律定性上是侵权关系，

产品责任的情况下，它有一系列特殊的规则，这几个特殊的



规则是历年考察的热点，它一旦定性为侵权关系，生产商要

承担严格责任，也就是除了产品质量法41条规定的意外情况

你可以免责，不考虑生产商是不是有过错，都有承担责任。 

一旦涉及到侵权关系，生产商有过错责任。第三，一旦定性

为是侵权关系，产品责任，消费者才有了选择权，这两种权

利的诉讼时效不一样，产品质量责任，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

，消费者必须在一年内进行起诉，但是侵权关系，产品责任

制度这种情况下，它的诉讼时效是两年，这两个概念有很多

考生容易搞混，而这个考点经常在这一部分考察到。大致上

就是这样，经济法这一块，我们第一个要抓住重点法条进行

复习，第二个抓住历年考察的热点进行复习，这样可以节约

时间，提高复习的效率，增加司法考试中获胜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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