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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6_8C_87_E7_c36_482410.htm 主持人：梅老师，如

果要讲授LG400的冲刺三步曲的课程，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

讲授？主要会讲授什么内容呢？ 梅光辉：首先，讲授是与出

题结合在一起的。LG400的授课老师同时也是出题人，这样充

分保证了出题的质量以及授课过程中对考点的把握和展开。

一般通过四套模拟试卷和考前预测卷，在深入研究出题规律

、命题侧重点的基础上，将所讲授部门法的可能考查知识点

进行全面的覆盖，因此这几套试卷除了那些考查频率非常高

的知识点外，考点很少重复，当然这对出题质量的要求就比

较高了。 其次，在上课讲解这些题目时，我不会就题论题，

而是通过一道题目为引子，将所涉及到的知识体系进行系统

的整理。比如讲授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时，就得对代位求偿

权做一下全面总结。发生条件有几个：(1)行使前提是发生于

财产保险；(2)保险事故系第三人行为引起；(3)保险人已经向

被保险人进行了保险赔偿。那么为什么代位求偿权只能发生

于财产保险中呢？这是源于财产保险的损害填补原则。保险

的目的是让被保险人获得补偿而非从中获利，被保险人如果

在获得了保险人的赔偿之后又能行使对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的话，显然与财产保险的宗旨不符。因此在符合上述三

个条件的时候，法律强制性地将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

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此即代位求偿权。那么被保险人放

弃对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放弃行

为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在保险人赔偿前放弃的，根据民法



意思自治原则，显然不能认定其放弃行为无效，我们只能通

过法律对被保险人的规制来实现对保险人的保护，即在放弃

范围内，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二是赔偿后放弃的

，这个时候由于赔偿请求权已经转移给了保险人，故被保险

人的放弃行为无效。凡事都有例外，那么代位求偿权有无例

外呢？有。(1)人身保险；(2)引起保险事故的第三人是被保险

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人员(如代理人、合伙人等)，故意的

除外。这样，通过一道题目的讲授，相信学员对整个保险人

的代位求偿权就已了然于胸了。 第三，商法、经济法的很多

题目都直击法条，所以考生在复习过程中通常都会选择以法

条为主。这种方法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个问题，上千

个条文，背了后面往往忘了前面，而且常常对细节部分有所

遗漏。这固然与自身的记忆力有关，但更与对法条背后的立

法原因没有理解有关。刚才提到对法条学习的最高境界就是

使自己成为“立法者“。这就需要我们上课的时候给学员进

行讲授这样立法的可能原因是什么，是公平？是效率？还是

两者的权衡？通过对立法原因的剖析，使得考生能更好地理

解法条，强化记忆。比如刚才我提到的为什么只有财产保险

中存在代位求偿权。 第四，画流程图。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

种讲课方法。对一些操作性程序性强的法律，在彻底搞清楚

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画流程图，理出它的逻辑体系，记忆的

效果将会非常好。商法经济法从总体上看，理论性不强，难

点不多，但个别法律文件，如票据法、证券法等，比较专业

，没有相关操作经验的话，很难理解个中三昧。而且它的整

个法律就像一个生态链，环环相扣，复习的时候很容易落掉

一些重难点。对此，我上课的时候通常喜欢在理清楚基本概



念的准确含义的基础上，给学员画流程图。证券法可以以证

券的种类、发行、交易为线索，发行中又涉及到承销，交易

中又包括上市。然后再在各个环节中标明需要掌握的相关内

容。这样脑子中既有证券法的总体脉络，同时又不会遗漏细

节，答题的时候心里就比较有底。票据法也类似，可从票据

的特征以及票据行为入手，画出它的流程图。 主持人：最后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希望梅老师给广大考生提供一下商法和

经济法这部分的复习建议和计划。 梅光辉：针对经济法、商

法以法条为主的特点，我想提几个法条复习的建议。第一，

在法条上一定也要划重点，即使是重点法条的书籍也一样。

见过很多考生的法条书籍上干干净净的，可能有考生朋友认

为既然是重点法条自然应该全部掌握的，无需再清理，其实

这种观点很不对。这就像咱们背英语单词一样，第一天可能

从A背到C，由于没划重点，第二天又继续从A背到C，效率

很低。我的建议是：第一遍看法条，划出自己不会的或者说

没有彻底掌握、烂熟于胸的，第二遍则专门看这些法条，同

时用不同颜色的笔划出仍然不会的，如此三遍下来，相信这

本法条就已经被你消化透了。这种方法可以节约劳动，提高

效率。第二，在看完某一学科的法条后，一定要大致理一下

该门学科的脉络，这样在你的头脑中就会建立起一个纲、目

、科的系统，你就不会觉得司考内容混乱纷杂了，你有了对

层次、位置、轻重、难易的准确定位，再看书看法条，相互

间也不容易发生混淆冲突。第三，要善于总结、对比。光是

看书背书，司考不会取得好成绩。因为司考题考的不只是正

确选项的知识点，还有干扰选项的知识点，在看书看法条时

要善于将相似的知识进行总结，将易混淆的进行区分。第四



，看法条一定要细致。不然很容易出现法条看过好几遍，考

试时却只知道个大概的情形。比如公司法中规定的普通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会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而国有独资公司董

事会的每届任期为三年。这一点你不仔细看，根本没法发现

。 网友：经济法中的许多数字如何记忆呢？ 梅光辉：经济法

中很多数字考查的可能不是很高，至于如何记数字呢？首先

很多数字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性，我们从立法目的出发可以看

出它的规律。其次，对各种数字要善于做总结，比如产品存

在质量问题未声明的，产品质量责任的诉讼时效是一年、产

品责任的诉讼时效是两年、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诉讼时效是

三年，类似这些我建议考生准备一个本子把它记下来。第三

，找到适合自己的记忆方法。即使这个方法可能从法律上讲

并不严谨，但是只要是适合你的，就是对司考最有帮助的。 

网友：商法的理论要求很高吗？如果想掌握理论的话要看什

么书？ 梅光辉：商法本身理论要求其实很高，但是司法考试

考查到的商法知识理论要求并不高。仔细的研习教材以及历

年真题解析，掌握这些总结出来的理论点相信就足以应付司

考了。 主持人：非常感谢梅老师对商法和经济法带来的非常

详细和精确的分析与预测，感谢梅老师的到来。明天晚上同

一时间，我们将邀请到LG400命题研究小组核心成员之一姚金

菊老师给大家带来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命题预测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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