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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三法的考试特点 从过去的律考到现在的司法考试，

国际三法一直是考试必考内容之一（国际公法有的年份不考

），研究近四年的考试真题，会发现司法考试三国法的命题

有如下特点： 1.国际经济法考试分值最大，难度也较大，但

重点突出，集中在国际贸易法部分。 比如，2004年司法考试

国际经济法共14道题，其中国际贸易法13道题，国际投资法

只有1道题；2003年国际经济法共16道题，国际贸易法占15道

，国际投资法1道题；2002年的情况与2004年一样，这三年国

际金融法与国际税法一题未出。只是在2000年国际税法出过

一道题。因此，复习重点很明确。 另外，近两年国际经济法

出题有新的特点，即加大了对国际贸易管理法的考查，主要

表现为我国《对外贸易法》和WTO相关知识点考题增多，

如2000年这部分没有考题，2002年考了3道题，2003年增加至6

道题，2004年又考了6道题。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考生复习

时应予以重视。 2.国际私法分值位居第二，但其显著特点是

试题难度最小，复习量也最小，且重点极为突出。主要考点

集中于三块：一是总论部分的为数不多的一些基础知识点（

自然人和法人的住所、国籍、冲突规范、准据法）和五大制

度（识别、反致、外国法查明、公共秩序保留和法律规避）

，二是分论部分的七种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行为

能力、法律行为与时效、物权、债权、商事关系、家庭关系

、继承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三是程序部分（国际民事诉



讼和国际商事仲裁），2005年司法考试对此加大了考核力度

。 3.国际公法分值最少，考点极为分散，几乎章章有题，重

点不突出。因此复习难度比较大。 4.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

涉及到的法条很少，而国际私法中法条特别是我国的相关规

定则比较重要。 5.命题特点上，首先三国法的试题近三年都

集中于卷一的客观题，卷四的主观题中没有三国法的试题；

其次，小案例型选择题占有相当份量，典型的如2002年国际

公法部分10道题，9道题为小案例题；国际私法分论关于我国

法条的考查也常采用案例方式。而国际经济法部分则经常将

贸易术语、国际海运与保险以及信用证支付等知识点结合起

来出小案例题。这种题考查考生对多个知识点的综合应用能

力，因此有一定难度。 二、如何有效地复习三国法 1．五阶

段复习法在三国法复习中的具体运用 （1）“理论提高”-----

重在熟悉真题 该阶段主要适用于几大理论要求较高的部门法

，如民法、刑法、诉讼法等。在较早期的复习中可重点攻克

上述几大部门法，三国法在这个阶段最佳工作是看真题，熟

悉考试方式和考点，建立对三国法考题的感性认识。试题要

尽量多看几遍。为节省时间和提高效率，可在复习主干课程

劳累之时，作为调剂做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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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