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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3_95_E7_BB_8F_E6_c36_50169.htm 商法经济法部分科目的

命题规律与出题侧重点，具体包括商法中的公司法、合伙企

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三资企业法”和破产法；经济法

中的竞争法、消费者法、土地法、房地产法和环境法。 一、

商法部分 首先通过表一看一下商法本文所涉科目在近几年律

考、司考中的分值分布情况： 企业法和破产法是商法中的主

要部分。这里的企业法是指包括公司法在内的大企业法。以

2004 年为例，商法总分值 54 分，而企业法和破产法就占了 44

分，占到商法总分值的 81.5% 。而在企业法中，公司法又占

据绝对的支配地位，公司法每年的分值比商法其他 9 门法律

的总和还要多，例如 2004 年就占到商法总分值的 63% 。因此

，考生朋友在复习商法过程中，在对商法中的全部内容进行

全面复习的同时，由于复习时间的有限，在时间分配上应当

更多地倾斜于分值高的科目。 在命题规律上，因各科法律性

质的不同，其侧重点也不一样。 1. 公司法 作为司法考试商法

部分的龙头老大，公司法的命题规律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

公司法是商法中唯一一门既有客观题，又有主观题的科目。

在第四卷中主要体现为案例分析题，这是它独有的特征。而

且客观题和主观题的分值大体相当，例如 2004 年，客观题包

括单选题、多选题和不定项选择题共 18 分，而案例分析题为

16 分。从公司法的考点看，由于它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法律

，所以公司法试题客观题主观化和主观题客观化的倾向特别

明显。客观题基本上考查具体的法律条文，但都是以案例的



方式出题，直来直去的叙述很少，所以这类客观题有主观化

的色彩；而在第四卷的案例分析题，虽然以典型的主观方式

出题，但落实到具体问题时，无一例外地紧扣法律条文作答

，并不是让考生作纯理论的阐述，此即所谓的主观题客观化

。所以，紧扣法律条文是公司法出题的最大特征。另外，公

司法知识点多，涉及面广，所以历年来重复率并不高。但是

仍有重点可循，比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要

求、出资、股份等知识点考查率非常高。 2. 合伙企业法 合伙

企业的最大特点是企业本身的人合性，权利义务的主观协议

约定性，财产的非独立性和由这一系列因素导致的合伙人责

任的无限连带性。近几年的命题都是围绕这些特点进行。合

伙企业法没有主观题，都是在第三卷以客观题的方式命题，

所以掌握重点法律条文并将各条文所体现的知识点进行有机

整合，是把握命题规律的关键钥匙。 3. 个人独资企业法 该法

分值一贯不高，内容比较简单，知识点也比较少。从过去已

考过的考题来看，主要集中于出资人的责任，包括存续期间

的责任和解散后对未清偿债务的责任等。另外也涉及到出资

人与委托人、被聘用人的关系，他们相互之间约定的效力等

。 4. “三资企业法” “三资企业法”的三个法律在司法考试

中一般为三分左右，即平均每个法律一分。从近几年的出题

情况看，分值最多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年平均分值为

3 分，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在最近 6 年只出了 2 分的题，外

资企业法在最近 6 年中出了 7 分的题，但 2004 年出了 3 分。

可见这三个法律出题的侧重点是“合资”企业法，“三资企

业法”出题与公司法相结合的情况较多，这点应引起考生朋

友注意。 5. 破产法 破产法在司法考试的商法复习中可以说是



最令人头痛的一门法律，和海商法类似：内容庞杂，知识点

多，但是每年的分值并不高，年均 1 分。估计在新的统一的

破产法出台前，这种情况不会有太大改变。从这几年出题的

规律看，破产法命题主要集中于破产债权、取回权、抵销权

、别除权、破产财产、破产费用和破产清算的具体事务。 商

法的上述部分的命题规律基本是这样的，即使有变化也不会

太大，大家掌握了历年的命题规律，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预见

今年的考试命题情况，从而进行有的放矢的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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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