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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A_86_E5_96_9C_EF_c36_537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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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系统强化”-----重在“摘”知识点 

五月份考试大纲公布后，进入系统强化阶段，通读司考教材

，将三国法重点提炼出来是本阶段的主要任务。三国法各有

特色，提炼方法各有不同。国际公法由于考点分散且量大，

适宜在看书同时作笔记，读一章，总结一章，用精练的关键

词来概括大段的知识点，“将书读薄”方能提高后期复习速

度。这种做法看似费时费力，实则在总体时间上颇为经济。

例如，复习到国际公法上的公海航行制度，有一知识点是挂



旗规则，一段话可简单总结为“要挂旗、只能挂一面旗、挂

多面旗或随便变旗视为无国籍船，各国均可管”，这样既利

于记忆又便于后面复习。 国际私法则主要将本文前述所提到

的重要知识点理解弄清，“去粗留精”，将大量无用的内容

清理出视线之外，只留下有考试价值的知识点。例如，第一

章“国际私法概述”讲了很多内容（共11页），但实际上能

成为考点的，主要就一个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即什么是涉

外民商法律关系？如何判断涉外？这个知识点其实只记一个

法条（《民法通则意见》第178条第1款）就可以了，其他内

容大多只是帮助初学者了解国际私法这门学科是干什么的，

考试一般是不会考的，复习时完全可以不看的，经过这样的

过滤后，大量的无用信息在第二阶段就无需再去理会，这样

就会节约大量时间和精力，复习效率会大大提高，信心自然

也会大大增加。 国际经济法份量较重，通读教材十分必要，

尤其是国际贸易法（国经第一章可以不看）。但重在理解，

理清知识体系，因为考题大多侧重灵活运用。可以说，这个

阶段就是要为下阶段的“突击记忆”打下“理解”的基础。 

（3）“应试串讲”----重在“用”和“记” 司考常常要求综

合运用所“记”住的多个相关知识点（或法条）去能解决实

际法律问题（案例）。因此，本阶段重要的任务是学会灵活

运用前一阶段所掌握的知识点，这个阶段最好是复习一单元

的知识点（应很快），做一单元的同步练习，随时检验复习

效果。一个“单元”可大可小，小的可以是一章，大的可以

是一门，如国际公法。“学而不会用”的问题要在做小案例

分析得到解决。 （4）“模考冲刺”---- 重在“精确化”和“

查漏补缺” 国际法的试题大多比较简单，一般不需要过多分



析司考，因此，如何提高作题速度为同一试卷的其他试题节

约时间，并提高“命中精度”，是一个在本阶段需要通过全

真模考进行检验的问题。同时做模考题也能对国际法知识点

复习起到查漏补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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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