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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0/2021_2022_2006_E5_B9_B

4_E5_8F_B8_c36_50271.htm 司法考试中国际法三科(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是不少考生备考中头痛的部分，而

且“三国法”基本上集中在卷一，加上第三卷中海商法部分

，历年分值一般占到了50分左右。本文结合“三国法”各自

特点及其命题规律，对于“三国法”复习予以指导。 第一部

分 国际公法一、命题规律1、重点的有与无。国际公法考点

分散，从历年司法考试考题来看，几乎章章有题，没有突出

的重点。2005年共9道试题，但却覆盖了大纲的七章内容，涉

及国际法主体、国家责任、国际法上的个人、外交和领事关

系法、条约法、国际争端解决、战争法。2004年的10道试题

更是涉及10个不同的知识点。这一特点给考生的复习带来了

一定困难，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总体上无重点，但国际法所

着重考测的知识点大都还是相应章节的重点知识，考试的重

点和知识体系的重点从总体上看还是对应的。2、法条的轻与

重。通常来讲国际公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没有集中的法规

需要识记，很难依托于条文来展开复习。这尤其要求考生在

备考过程中注重以学科体系来构建国际法的知识网络。而且

国际法可以“无视”法条的传统也受到了挑战，2005年有少

数题目必须对法条相当熟悉方能做对。3、关注时政性强的相

关知识点。近年来该部分考察的知识点往往以具有突出实践

性，并与我国的国际法律实践联系密切的时事问题为考测背

景。以2005年试题来看，所涉及的国家责任、引渡及庇护、

双重国籍、国际法上的承认、核武器等都是近年在国际国内



较热的话题。二、复习指要考生在国际公法的复习中应厘清

导向，即在全面复习基础上，以有代表性的重点知识和有现

实性的热点知识进行考点的归纳。通过历年试卷来看，有代

表性的重点知识通常是相对稳定的，如国家的管辖权、国家

豁免、国籍、引渡、国际法上承认与继承、国际法律责任、

海洋法的各区域、外交领事的豁免、条约、战争法等。鉴于

近年部分选题出自热点时政话题，在进行备考时，对于那些

国际法中引起理论检讨的现实事件和背后的知识点应当予以

高度关注。第二部分 国际私法一、命题规律1、考题源自法

条。国际私法试题历年特点：试题侧重于中国国际私法立法

。2005年更为突出，试题全部来自中国的相关立法，纯粹的

理论题一道没有。而现今中国国际私立法条文总数量不大，

且可考部分非常集中，考点比较容易掌握。2、重点有所调整

。从以往出题看，总论中冲突规范的相关制度、分论中具体

领域的法律适用、涉外民诉程序是历年的三块重点。但近年

出现了命题重心的转换，2005年特别明显，总论部分以前几

近半壁江山，该试题几乎不考，涉及法律适用的试题分值也

有所减少。程序部分以前一般两三道题，2005年共11题中竟

有6题，涉及程序法的方方面面。此外还首次针对区际法律冲

突问题命题，改变了以前从来不考该部分的传统。二、复习

指要1、兼顾理论与实践。国际私法的特点在于理论性和实践

性均很强，从知识结构上看，基本理论部分应强调理解，而

具体领域的法律适用和程序法部分侧重记忆。2、单列中国立

法。我国的国际私法规则主要见于《民法通则》、《继承法

》、《海商法》、《票据法》、《航空法》、《合同法》、

《民诉法》、《仲裁法》，以及涉及区际问题的相关法律。



我国参加重要国际私法公约为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

证公约》和《纽约公约》。其中常考的部分条文并不难总结

出来，建议围绕知识点，将相关条文集中，进行重点记忆，

并分别设计案例将知识点的变化予以穷尽。第三部分 国际经

济法一、命题规律1、出题重点集中。司法考试该部分的重点

一直是国际贸易法部分，涉及平向贸易法部分及其纵向贸易

管制法部分。并且覆盖了该部分大多数知识点，而且出题灵

活。2、模式基本定型。除了重点考查国际贸易法之外，“其

他法律制度部分”分值有限，通常出题会涉及国际投资法、

国际知识产权法，而其中的国际税法部分一般间隔考查，国

际金融法部分则历年未考查过。二、复习指要1、删繁就简。

国际经济法体系庞杂加上应用性强，使得许多考生畏难，复

习阶段首先要科学地减负，因为司法考试中该部分的考测实

际上内容有限，将分析重点放在出题密集区。而且就是在重

点知识区，仍然要突出重点。2、理解至上。即使在主攻国际

贸易法部分，我们仍会发现知识点众多，及涉及公约及国内

法条文看之不尽。一个看似笨拙，却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理

解。如众多的贸易术语可以在理解之后分组记忆；中国外贸

管制法中的知识点完全可以与WTO贸易管制制度联系起来理

解；WTO争端解决的体制也可以通过图表予以清晰化。同时

鉴于该部分出题日益呈综合性和灵活性，这就要求考生备考

之际，多进行综合性的案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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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