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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8_AD_E7_BA_c44_539928.htm 一、《经济法》课程特点 

（一）总体情况 《中级经济法》是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

试中一门应用性较强的科目，注重考核与财务会计工作密切

相关的法律知识理解和实际应用能力。体现在考试的题型中

，无论是简答题、综合题之类的主观性试题，还是单项选择

题、多项选择题或者是判断题之类的客观性试题，都不是考

查单纯的死记硬背和机械的识记，而是要求考生从理解立法

意图和原理的基本点出发，牢固掌握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

相关规定，并运用这些法律规定解决经济生活中发生的实际

问题。由于考试大纲是国家对会计人员专业技术资格等级进

行评价的全国统一标准，是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命题

的依据。因此，考生应依据考试大纲的范围和要求，全面学

习，循序渐进，并加强习题的演练，以巩固考试大纲所明确

的知识点，切勿存有盲目猜题和的侥幸心理。 本课程的内容

共有九章，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包括：（1）经济法基础

（经济法总论）；（2）经济主体法（包括公司法律制度、个

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法律制度、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3）票据证券法律制度；（4）合同

法律制度；（5）相关财政法律制度。 （二）近几年考试的

基本特点 通过对近几年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中级经济法

》科目考试的分析，本课程考试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 1．

考点分布广泛，重点突出。经济法课程考试的考点众多，分



布广泛，考试涉及的知识面几乎涵盖辅导教材的每一章，而

考试的重点也同样很突出。经济法课程的重点包括：公司法

律制度、合伙企业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律制度、证券法律

制度、票据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等六章内容。考试中的

主观性试题（包括简答题和综合题）一般出现在上述重点章

节之中，且分值在试卷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一般为65%左

右（预计今年考试的分值将会进一步提高）。考生只有牢固

掌握上述各章的重点内容，并融会贯通，定将取得事半功倍

的效果。《经济法》科目在最近三年的考试中，各章具体的

题型、分值分布如下表所列： 2．试题内容具有较强的关联

性。主观性试题的分值一般在25分左右。这类题型主要是考

核考生运用法律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涉及的概

念、法条较多，且又将不同章节的法律知识综合起来系统考

核，有较大的难度。例如，在综合题和简答题题型中，试题

会针对案例的模拟情景提出几个相关的问题，各个问题之间

又有较强的关联性，如果对前面一个问题的判断出现错误，

往往会影响后面答案的正确性。因此，要求考生系统分析整

个题目，对相关的法律规定做到融会贯通。 二、《经济法》

课程应试技巧 （一）关于学习态度 中级经济法考试是中级会

计资格考试中相对比较容易的一门课程，唯一的难度在于对

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记忆，因此考生在学习过程中应该放松

心态，切不可一遇到困难就灰心，怀疑自己学习方法有误，

认为自己记忆能力不行，其实教材内容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

一样的，虽然每个人的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不同，但遇到困

难比你多的人肯定还有很多，因此遇到困难时一定要努力克

服，能够通过考试的人无不是一路披荆斩棘走过的，学习过



程本身就是一个痛苦挣扎后破茧而出的过程。 另外，考生也

不能将对经济法课程的观念停留在“经济法仅仅靠记忆”这

个观点上，从2007年考试开始，经济法考试已经更加注重法

律理论的考核，注重考生对知识的综合把握程度，并不是仅

仅靠背教材就能应付的，因此建议考生对于经济法的学习要

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记忆，“死记硬背”的复习对经济法考

试是没有帮助的。 （二）关于历年考题 考生一定要认真仔细

阅读研究最近3年的试题及答案。一方面，历年试题及答案能

够反映近年考试的出题思路，规范我们的答题方法及其变化

趋势；另一方面，历年试题及答案能够帮助我们熟悉、研究

考试的题型，掌握出题规律和把握试题的总体难度。但是，

由于近年来法律变化较大，对历年考题中已不合时宜的试题

应予以回避。 （三）关于教材 《经济法》作为一门法学课程

，其中大量内容是法律条文的具体规定，必要的记忆是必需

的，但记忆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有效的归纳的记忆

比杂乱无章的零碎记忆效果要强很多。另外，经济法教材是

专业书籍，而不是通俗刊物，第一遍看教材确实是一个痛苦

的过程，谁也逃避不了，对于经济法教材，一般都是看第一

遍的时候很痛苦，看第二遍的时候很无奈，看第三遍的时候

很轻松，看第四遍的时候感觉像小说，看第五、第六遍⋯⋯

的时候基本上就像自己写的了，书读百遍，其意自现的道理

也正在于此。 对经济法的教材可分三步阅读：第一步通读（

从头至尾认真阅读，对教材的体系、内容能大致了解）；第

二步细读（对具体的重要法律规定一定要细看、弄懂）；第

三步精读（重点章节的内容在考试中的分值很高，一定要学

会合理分配时间，重点章节一定要花工夫重点掌握）。 （四



）关于练习 考生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加强练习。必要的习题是

检验学习成果的有效手段，但我们不能抱有为完成任务的心

态而做习题，不要每做一道题就马上去查看答案。正确的做

法是将同步训练中的某一类题型做完后再与参考答案加以比

较，特别注意要弄懂自己的答题答案与参考答案不一致的习

题，搞清楚自己错在哪里？为什么会错？正确的应当是什么

？通过习题的练习，真正掌握教材中涉及的相关知识点，如

果只求一知半解，习题的效果也将受到影响。需要指出的是

，教材中的考点是有限的，但考试的题型却是千变万化的，

命题的角度也是多种多样的。只有通过习题的同步系统训练

，在理解的基础上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才能较好地应对考

试中的各种变化。另外，考前2周左右应当有所选择地做几套

模拟试题，全面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以适应考试的题型和

题量，巩固所学的知识，并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努力攻克

学习的盲点。 （五）关于答题 考生要注意答题技巧，抓住要

点，简练答题。在考试过程中，把握得分点很重要，有的考

生在答题卷上写得密密麻麻，却少有得分点，说明考生回答

问题不得要领。根据评分要求，综合题的回答既要有法律规

定的表述，也要有根据法律规定加以分析案情的具体说明，

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失分。另外，答题中要注意保持答题

纸的卷面整洁，书写工整。主观性试题是在答题纸上作答由

人工阅卷，书写工整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得分。有些考

生在考试时为了赶时间、抓速度，书写的字迹潦草或不在规

定的区域答题，导致阅卷时无法辨认而无谓失分，这是非常

可惜的。 三、各章要点提示 第一章 经济法总论 本章在历年

考试中的分值较小，基本以客观题的形式加以考核，所涉及



的有关概念和相关规定将在后续章节中出现，是为考生进一

步学习具体部门经济法律制度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本章重

点复习的内容包括： （1）经济法的渊源； （2）经济法律关

系的要素、经济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 （3）法律

行为和代理； （4）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诉讼时效的中止

、中断与延长。 第二章 公司法律制度 本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比较基础的内容，主要是公司的基本概念、股

权权利以及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的内容，考试应该主要以客

观题的形式加以考核，此部分最重要的内容是公司登记管理

中有关合并、分立、变更注册资本等事项的通知和公告时间

，考生要通过比较的方式进行理解和运用。第二部分是有限

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条件和程序、组织机构问题

，这部分是本章的核心内容，考试主要以综合题、简答题的

形式进行考核。第三部分是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

务、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和公司解散清算的规定，对于解散

清算的规定，考生要再与其他章节中所说的不同类型的企业

解散和清算的规定加以比较，的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考试主

要以客观题的形式加以考核。 本章重点复习的内容包括： 

（1）公司法人财产权与股东权利； （2）有限责任公司的设

立、组织机构； （3）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4）股份

有限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 （5）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

行和转让；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

义务； （7）公司债券的发行； （8）上市公司组织机构的特

别规定； （9）股东诉讼； （10）公司合并、分立、增资、

减资； （11）公司解散与清算。 第三章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

企业法律制度 本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个人独资企



业法的内容，该内容相对比较简单，考试主要以客观题的形

式加以考核，此部分最重要的内容是个人独资企业的事务管

理的问题。第二部是合伙企业法的内容，这是本章的核心内

容，考试以综合题和简答题的形式考核的可能性较大，最重

要的内容是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的比较。 本章重点

复习的内容要放在“合伙企业法”部分，其中包括： （1）

普通合伙企业规定，包括合伙企业的设立、合伙企业财产、

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与第三人关系、入伙与退伙

。 （2）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3）有限合伙企业的特殊规

定，包括有限合伙企业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事务执行、有

限合伙企业财产出质与转让、有限合伙人债务清偿、有限合

伙人入伙与退伙、合伙人性质转变的特殊规定。 第四章 外商

投资企业法律制度 本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外商投

资企业法律制度的概述，此部分的难度较大，最重要的内容

是并购价款的出资期限问题，考生要自己动手亲自计算才能

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第二部分为三个外商投资企业法律规范

，这里主要是对三资企业的介绍，大多集中在外商投资企业

的出资方式、比例及期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与

投资总额的比例关系，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与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的区别等方面。 本章重点复习的内容包括： （1）外商投

资企业的投资项目； （2）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

； （3）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 （4）合

营各方的出资方式和出资期限、出资额的转让； （5）合营

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 （6）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注

册资本、投资与合作条件； （7）组织形式和组织机构、经

营管理。 第五章 企业破产法律制度 本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



一部分为破产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内容，此部分最重要的内

容是破产受理的效力以及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偿问题，

考生要自己动手亲自计算才能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第二部分

是有关债权人会议、重整和和解的规定，这里围绕着破产财

产分配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中的破产财产分配的计算考试出

现主观题的几率还是很大的，此部分最重要的内容是破产财

产的分配计算、重整和和解的程序、破产申报的方式等。 本

章重点复习的内容包括： （1）破产界限； （2）破产申请和

受理； （3）破产管理人的产生和职权； （4）债务人财产的

构成； （5）债权人会议、债权申报； （6）破产费用和共益

债务的构成； （7）和解、重整； （8）破产清算的程序和财

产分配。 第六章 证券法律制度 本章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

分为证券发行和证券交易的规范，这部分比较基础，相对考

试来说也比较重要，但考试主要还是以客观题的形式加以考

核，此部分最重要的内容证券发行条件与上市的规定。第二

部分是上市公司收购的相关规定，这里难度较高一些，如果

出现主观题的话确实比较让人头疼，此部分最重要的内容是

一致行动人的认定和权益披露的问题，考生要重点强化记忆

。 本章重点复习的内容包括： （1）股票的发行、公司债券

的发行、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行； （2）各种证券上市的条件

； （3）转让证券期限的限制性规定； （4）持续信息公开； 

（5）几种具体禁止的交易行为的判断； （6）上市公司收购

（重中之重）。 第七章 票据法律制度 本章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票据法律制度的概述，这部分比较重要，既是票

据的理论部分，也是考试出题的主要考点，最重要的内容是

票据抗辩的限制、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和票据伪造和变造的法



律后果。第二部分是汇票、本票和支票的规定，主要介绍了

各种不同票据的记载事项、提示付款和承兑的问题，不管是

主观题还是客观题，此部分考试中所占的分值比例都不会低

，最重要的内容是各类票据的记载事项，考生要自己动手亲

自总结一下，重点运用在题目中。 本章重点复习的内容包括

： （1）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及汇票的追索权； 

（2）票据行为和票据权利； （3）两种票据抗辩的判断； 

（4）票据的伪造与变造； （5）票据的提示付款期限。 第八

章 合同法律制度 本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合同订

立程序和履行方面的规定，主要是围绕着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展开的，为本课程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历年考试的重点，

可以将本章内容与其他章的内容（如“票据法律制度”等）

结合。此部分考试主要以客观题形式加以考核，最重要的内

容是合同订立的方式（要约和承诺）和合同的履行规则，考

生要重在运用，切不可死记硬背。第二部分是合同的担保，

2008年度教材曾对对此部分内容根据新颁布的《物权法》规

定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充，因此这部分内容在2009年考试中也

将占有重要的地位，需要考生多花一些时间掌握。第三部分

为合同的变更转让和合同的解除以及违约责任的内容，这部

分考试主要以客观题的形式加以考核，最重要的内容是合同

的转让和违约责任。第四部分的内容为具体有名合同的规定

，这部分内容考试中出现主观题的可能性较大，一般是作为

引子，与总则部分的规定相结合出题，此部分最重要的内容

是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运输合

同。 本章重点复习的内容包括： （1）要约和承诺； （2）合

同的生效时间； （3）有效合同、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



效力待定合同和判断； （4）合同履行的规则； （5）抗辩权

的行使； （6）保全措施； （7）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

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技术合同； （8）合同担保的主要方

式（包括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定金）。 第九章 相关财

政法律制度 本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府采购法

律制度，考试主要以客观题的形式加以考核，此部分最重要

的内容是政府采购方式的适用范围。第二部分是国有资产管

理法律制度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法律制度，考生复习时

重点精力应放在国有资产的界定范围、国有资产的评估情形

等考点。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部分的内容较多，记忆起来

肯定会很吃力，建议大家不用全部记忆，只挑一些重点的考

点记忆理解即可本章重点复习的内容包括： （1）政府采购

方式； （2）政府采购合同； （3）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 

（4）行政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和使用、评估和处置； （5）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和使用、评估和产权登记、处置； （6

）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界定、产权登记、评估、转让； （7）

政府采购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 （8）政府采购监督检查； 

（9）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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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