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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0_8F_E9_BE_99_EF_c36_53790.htm 经济法一直在法律体系

中处于尴尬的地位，能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也颇受人

质疑，其涵盖领域并没有明确的界定。 我们可以看到，本部

门法往往一方面既涉及到平等主体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另一

方面也都包含有国家行政权力的内容，具有“公”、“私”

交融的特征。这种表面上的四不象的特征使得经济法在司法

考试之中成了大杂烩，是涉及法律法规最多，考点和分值最

为分散的一部分。本部分在卷一以选择题的形式考核，其包

括的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拍卖法》、《招

标投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

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个

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会计法》、《审计

法》、《劳动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环境保护法》等；包括的法规

和规章主要有：《贷款通则》、《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证券公司检查办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上述二十余个法律文件

在2005年司法考试中一共考查到了十五个，出了40分的题，

题目共25道，分别为单选10道，多选12道，不定项3道。其所

考查的法律范围和分值比例基本上是多年一以贯之，保持稳

定。 针对经济法具有的上述特殊性，考生应注意把握以下这

些复习方法。首先，正是由于经济法法规众多，分值分散，



该部分一向被人认为是鸡肋，但鉴于其总分颇高，采取完全

放弃的态度自然也是不可取的。经济法是一个内容庞杂的部

门法体系，它所包含的众多法律文件之间虽然共同点不多，

但都属于理论要求不高，主要依赖法条的浅层次知识点。因

此，以法条为主，以教材和习题为辅就是复习的基本方向，

要“点到即止”。经济法的教材每年编写的都很繁杂，让考

生颇为棘手，进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想彻底放弃对本部分

的复习。其实，每年教材的核心部分都是对法条的重述，其

他部分有一半是根本在考试中无意义的，如开始部分的法律

制定背景介绍和结尾部分的法律责任评述。另一半则是编写

者引用摘编的一些并未收入当年《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

的重点法律文件，对这一部分确实应特别注意，因为它们貌

似在必读法律法规以外，因此很容易被考生忽视，这就可以

通过多做习题的方式进行查漏补缺，充实复习范围。 其次，

无论从知识点还是考点的分布来看，经济法部分“注水”严

重，是典型的“纸老虎”，各单行法中只有个别重要的制度

和规定值得引起重视。历年考点集中，所以集中复习高效率

地拿到分值是完全有可能的，“重者恒重”是复习它的法宝

。比如，《劳动法》始终鹤立鸡群，是经济法中考查分值最

多的，而且每年必考。其他法律则分值差别不大，甚至个别

年份列入考试大纲的法律却根本没有出题。本部分的法规和

规章以及司法解释与其他部门法不同，一向很少考到。 具体

到每个法律中的考点也是每年都有所侧重的，如《反不正当

竞争法》的适用范围和七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

拍 法》的拍卖规则（瑕疵请求规则；价高者得规则；保留价

规则；禁止参与竞买规则）；《招标投标法》的中标通知书



的法律效力和分包人的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消费

者的权利与经营者的义务和争议解决的特定规则；《产品质

量法》的产品责任与产品瑕疵担保责任；《环境保护法》的

环境民事责任和环境纠纷解决程序；《实体税法》的各税种

的纳税义务人和个人所得税的征、免、减；《税收征收管理

法》的税收保全与强制措施和税收的退还与追征；《商业银

行法》的商业银行的业务与监管和商业银行的接管与终止；

《证券法》的证券发行（承销）、证券交易的一般规定（结

合《公司法》第4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第5章“公司债券”）以及上市公司收购；《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取得（出让与划拨）和房地产交易

；《土地管理法》的集体土地使用权形态；《劳动法》的劳

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的事由、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后果）

和劳动争议（劳动争议的范围、争议的解决途径）等。 综观

以往10年左右的司（律）考，上述重点考点以外的知识点在

试题中出现的概率要低的多。因此可以说，司法考试在很大

意义上就是一种建立在“放弃”基础上的考试，考试结果一

条线，只有“过”与“不过”的区别，执着的追求高分并无

太大实质意义，真可以说是“60分万岁”。这个特点在经济

法这个部分体现的尤其明显。我们应当看到，经济法是实体

规定与程序规定的结合，理论性不强，法律关系并不是非常

复杂，在司法考试中得分本应比民法、刑法等注重理论性的

部门法容易得多。但是实践表明，众多考生在司法考试中的

成绩很不理想。我们认为这与本部门法的特点有较大的关系

。本部门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规定非常繁杂，知识点多

、杂、散，而实际上其中很大一部分根本就不会在司法考试



中出现。聚集在经济法旗帜下的众多法规彼此之间很难找到

多少实质性的联系，核心考点全被湮没在浩繁的法律条文当

中。实体法虽然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但是它的制度体系非常

清晰，整体感较强，考生把握起来也相对容易；但是对于经

济法，其中的知识点却没有如实体法那样的整体性和体系性

的特点，而且法规和法条的数目非常繁多，更加加大了考生

全面掌握本法知识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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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