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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8_87_c36_482967.htm 司法考试发展到今天，“三国

”法的复习和备考已经成为广大考生颇为头疼的部分。原因

无外乎复习量很大，考的分值不多；若花时间认真去学习，

收效甚微，全面放弃“三国”法又于心不甘，毕竟这几十分

还是很有份量的。所以，准确找出“三国”法到底考什么，

对于考生减压复习，有效备考是十分有意义的。 根据统计表

明，司法考试每年的考点重复率都在80%以上，所以总结并

掌握历年考点对考生就有很实际的意义。下面就今年司法考

试中的考点为大家做一个基本的预测。 一、 国际公法宏观上

无重点篇章，但每一章中还是有重点的。 1．国际法的基本

理论。一般考察一道题目。主要考点是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

系、国际法基本原则两个方面。在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上要

重点掌握我国的作法。在国际法的原则中要注意每个原则都

不是绝对的，都有例外，尤其强调“民族自决原则”，我们

认为应严格适用于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而不能用来支持民

族分裂主义。 2．国际法的主体。该部分每年都会涉及，考

点集中在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身上，再细分的话是分别

集中在国家的管辖权与豁免、国家领土的变更、国家的承认

和继承上。 3．国家法律责任。该部分每年都考，考点集中

在国家责任的构成和非不正当行为的国家责任上. 4．国际海

洋法。该部分每年至少考一题。建议考生重点掌握领海和毗

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以及

沿海国的权利与义务。再要注意公海上的挂旗制度，登临制



度和紧追制度。 5．国际空间法。该部分包括国际航空法和

外层空间法两部分。国际航空法迄今尚未考过，但建议考生

掌握国际民航责任制度和国际民航安全制度。在外层空间法

中，考查重点是外空法律地位和外空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

另外，外空活动的赔偿制度与国家的国际赔偿责任制度交叉

部分是常考的考点。 6．国际法上的个人。该部分每年有一

至两道题。考点集中在国籍的取得和丧失、引渡和庇护、外

交保护条件等内容上。 7．外交与领事关系法。该部分每年

考一道题。包括外交机关关系法和领事关系法两部分。考点

集中在外交机关基本概念和组成；外交特权与豁免以及外交

人员的义务上。 8．条约法。该部分不是每年都考，预计考

查题目在一道题。重点要掌握条约的效力和条约的解释。 9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该部分每年考一道题，难度不大。在

传统解决方式中掌握报复和反报；在现代解决方式中掌握国

际仲裁和国际法院判决。 10．战争法。一般而言，当年大纲

中若列入战争法内容则会考一题，否则不会考查该部分。重

点掌握战犯的惩办原则和对作战手段的限制，其他部分考生

基本可以凭借常识作答。 二、 国际私法重点集中，难度不大

，应集中复习以拿到大部分分数。将国际私法分为基本理论

、总论、分论和程序四部分，分而述之。 1．基本理论。该

部分为非重点，但要掌握四点，即当事人国籍冲突的一般解

决；我国自然人国籍冲突的解决；当事人的住所积极冲突；

我国法人国籍冲突的解决。具体法条应细看《民法通则意见

》182、183、184条。 2．总论部分。该部分的考点集中在冲

突规范、准据法和五大制度上。冲突规范和准据法要掌握其

概念和特点，五大制度即识别、反致、外国法的查明、公共



秩序保留和法律规避。法条参阅《民法通则意见》193、194

两条。 3．分论部分。该部分考点集中在七大涉外民商事关

系上，即当事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代理和时效、物权、

债权、商事、家庭、继承。 4．程序部分。该部分包括国际

商事仲裁和国际民事诉讼两部分。在国际民事诉讼中要重点

掌握外国人的民事诉讼地位、国际民事案件管辖权和国际司

法协助。 三、 国际经济法难度最大，分值最高，重点也比较

集中。可将其分为国际贸易法、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世

界贸易组织和其他领域四大部分。各部分地位不同，下面分

而述之。 1．国际贸易法。该部分是国际经济法的重中之重

，无论怎么样下工夫都不过分。该部分考点集中在国际货物

买卖、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物保险和国际贸易支付上。 在

国际货物买卖部分要注意《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和《2000年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两个文件。 国际货物运输中

，考点主要集中在提单的法律属性和基本分类、承运人最低

限度义务、承运人的免责事项和保函效力几个方面。 国际货

物保险部分的考点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三种基本险

别的承保范围和除外责任。在平安险、水渍险、一切险三种

保险中，平安险是重点。 国际贸易支付包括汇票、托收、信

用证、国际保理四种方式。四种方式中，信用证仍是重点，

仍应加大复习投入，汇票、托收和国际保理了解其概念和基

本流程即可。 2．我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该部分预计会逐

渐加大考查力度，成为热点。考点集中在我国对外贸易法修

改的三个方面以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上。 3．世界

贸易组织。重点掌握WTO的基本原则、主要协定和争端解决

机制。其中，争端解决机制又是重中之重。 4．其他领域。



该部分包括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收、国际知识

产权保护。在国际投资法部分掌握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关

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和《多边投资

担保机构公约》等几方面。国际金融法重点掌握项目贷款。

国际税收重点掌握几种税收抵免办法规定，并会计算。国际

知识产权保护预计会成为一个热点，应重点掌握相关几个公

约的名字、保护范围、相互之间的关系。 总而言之，“三国

”法的复习仍然有章可循，考生只要按照如上体系认真复习

，拿到“三国”法部分绝大部分分数应是合乎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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