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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7_AA_c67_554583.htm 一、正确的学习方法是学好经

济法的基础否 更多尽在百考试题－自考站！ 经济法是一门法

学学科，其内容复杂纷繁，集法学、经济、技术等知识于一

体，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边缘性。在经济法的内容中，既有

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又有市场主体参

加市场竞争方面的法律制度.既有反映经济和法律相结合的知

识点，又有体现技术和法律相统一的知识点.既有法理学的内

容，又有民法学的内容.既有实体法的理论，又有程序法的理

论.既有对现行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的解释，又有对经济改革

作用和意义的分析.既有对现实问题的阐述，又有对历史发展

的回顾。 要完全学懂学好经济法，首先必须注意三个基本的

步骤：框架结构，每一章的中心内容，各章之间的关系等问

题，做到对将要学习的知识心中有数，大致了解。 其次，细

读和熟知每一章的重点知识和难点知识，培养注意重点的习

惯，把该章出现的每一个名词概念、理论知识、法律规定、

法规制度等问题都仔细把握、融汇贯通，对所学内容能够做

到细、全、透。所谓“细”，就是要注意知识的每一个细节

。比如，单项选择题“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当事

人一方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的确切证据时，可以()”。备

选答案为：1、变更合同.B、解除合同.C、暂时中止合同.D、

撤销合同“。正确答案是C.从大的方面看，四个备选答案都

是合同不能履行，但是”变更、解除、暂时中止、撤销“却

有差别，它们在法律效力上是不同的，如果考生在阅读时不



仔细加以注意，在考试时必然会因为掌握不确切，印象模模

糊糊而选择错误。所谓”全“，就是不要放弃教材中的每一

个知识点，对教材上的每一章、每一节都要学懂和掌握，因

为自学考试要求测试考生对知识掌握的全面性，每次考题的

知识要彻底理解和吃透，不能似懂非懂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比如考题中多项选择题”按公司财产责任形式分，公

司有()“。备选答案为：A、有限责任公司.B、无限责任公

司.C、两合公司.D、股份两合公司.E、母公司。该题的正确

答案是A、B、C和D.但是真正做对的考生并不多，因为有的

考生根本就没有弄懂公司划分的标准。又如填空题也是考生

出错比较多的题目，有一道题内容为”质押分为动产质押

和______?“。正确答案应当是”权利质押“，但是为数不少

的考生填写了”不动产质押“，而法律上根本没有这样的规

定。这种不彻底学懂知识而想当然地答题，必然要出错。 第

三，要做到把各章的内容以及各章之间的内容联系或串通起

来，掌握这一章的内容的前后有什么相同或不同之处，这一

章与那一章的内容有什么不同或相同之处，以免张冠李戴，

东拉西扯。例如，单项选择题“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有争议，

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裁定的法定期限为()”。备选答案为

：A、2个月.B、3个月.C、6个月.D、1年“。正确答案为D.但

是不少考生选的是C，之所以选择C，是因为考生混淆了”商

标法“这一章前后两处的内容，即对”撤消不该注册的商标

“和”对已经注册的商标发生争议的“法定时间两个内容发

生了混淆。如果考生在学习时能够把前后的内容或有关联的

内容进行清晰的比较，掌握它们的异同，上述错误就会避免

。 需要强调是的，考试是对基本知识的测试，它离不开必要



的记忆式学习，如果考生理解了而记不住，同样也会败北考

场。自学考试考题中的填空、名词解释、简答题等题型，不

仅仅要测试考生的理解，也要测试考生对所考知识的熟悉程

度，因此，考生应当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训练。比如，每学完

一章内容，就做一些练习进行巩固和检测，这样循环多次，

必能奏效。当然，如果纯粹是死记硬背，机械式学习，也是

不可取的。记忆如果是自己的弱顶，就应当发挥其他思维能

力来帮助自己。比如，要求考生回答统计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即“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对_____和_____情况进行统计调查

、统计分析、提供统计资料，实行统计监督。”不少考生不

会填写，但是如果考生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同样能够正确

作答。考生可以进行这样的分析：统计是一种经济监督方式

或手段，其目的是为决策提供依据和资料，而需要决策的事

情一定和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有关，考生根据此分析就可

以大胆地填写“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总之，处理好

记忆、理解和分析的关系，考题再难也能应付。 二、必要的

自信心和坚韧的毅力是学好经济法的条件和保障 参加经济法

考试的考生都是财经类专业的考生，对于法律知识知之不多

，而经济法又是一门法学学科，因此，知识结构的单一使得

不少考生对经济法的考试产生了畏难情绪，有的自始至终对

自己没有信心。我们认为，要考好经济法概念，应当有足够

的学习动力，学习的动力有很多，自信心就是其中一种，如

果没有自信心，就等于失去了一些动力，而动力不足，考关

当然难过。因此，考生应当要树立起必要的自信心。有了自

信心，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能力、技巧和精力。当然，自信

心并不是盲目的，考生应当正确地分析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扬长避短，获取胜利。从目前参加考试的考生来看，30岁以

下居多，他们年龄较小，社会实践较少，理解、分析、归纳

能力较差，这是他们的劣势.但是，这些考生大多没有成家，

时间较多，记忆能力也强，这又是他们的优势。这些考生可

以多从这方面考虑：自己之长，正是别人之短，只要自己多

下一些功夫，掌握课程内容是不成问题的。有这种心理支撑

，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如果说自信心是学好经济法

的条件，那么，坚韧的毅力则是学好经济法的保障。经济法

内容繁杂，需要掌握的概念、法律规定、法律理论、法律制

度颇多，有的考生会感到十分枯燥，而经济法的考题又需要

考生对上述内容理解、熟悉和准确掌握，因此，考生要有坚

韧的学习毅力。当然，我们不是要求考生都要像古人那样头

悬梁、锥刺骨一样的勤奋和辛苦，放弃一切娱乐和消谴，而

是要克服异常心理，学会自我激励，不畏艰难险阻。考生一

定要克服急躁心理，充分相信自己是有巨大潜能的，并且要

学会经常用积极的心理去暗示自己：今天，我又有了新的进

步.今天，我的学习欲望很高，精力很充沛，我不能随意抛弃

书本。这样不断地自我激励，就会克服懒惰和消沉。另外考

生要注意耐心、细致、全面地掌握教材和大纲的内容，不能

急于求成.要克服学习、工作和家务的矛盾，合理安排好自己

的学习时间，把握住学习时间上的轻重缓急，用尽可能少的

时间花费，解决尽可能多的学习问题，保证获取最佳的学习

效益。这样，到了考试的时候，就会胸有成竹，稳操胜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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