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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掌握： 1、法律规范：P7 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

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是构成法的基本单

位。它通常由假定、处理、制裁三个要素构成。 2、经济法

的调整对象：P12-16 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

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

经济协作关系。具体包括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经营协调关系

、组织内部经济关系、涉外经济关系、其他应由经济法调整

的经济关系等。 3、经济法的特征：P17-18 ①具有广泛的综合

性。②具有直接的经济性。③具有明确的指导性。④具有一

定的技术性。 应了解： 1、法的产生和发展。P1-4 2、法的分

类。P8-9 3、法的作用。P9-10 4、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P10-12 5、我国经济法的地位和作用。P20 第二章 民法基础

知识 1、民法的概念。P22 我国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

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 2、民法的基本原则。P23-25 ①民事主体地位

平等原则。 ②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则。 ③诚实信用原则

。 ④合法原则。 ⑤尊重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⑥民

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 3、民事法律关系。P25 民事法律关

系是经过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

社会关系，是为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法律上

的表现。 4、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形式。P37、39 民事法律

行为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



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的

形式：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是以意思表示为基础的，因此民

事法律行为的形式也即意思表示的方式，它主要有口头形式

、书面形式、推定形式和默示形式四种。 5、代理。P42 代理

是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本人)的名义向第三人(

相对人)进行意思表示，其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受的一种民

事法律行为。 6、时效。P48-50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

地经过法定期间，即产生一定民事法律后果的民事法律制度

。 时效依事实状态(民事时效的前提条件)和法律后果的不同

，可以分为取得时效(又称为占有时效)和诉讼时效(又称为消

灭时效)。 7、所有权。P51 所有权一词有多种含义，首先，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它是一定社会中所有制在法律上的反映

，是统治阶级用法律手段确认和保护一定社会所有制关系的

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次，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它的主体

是财产所有人和非所有人，客体是物，内容是所有人对其财

产享有绝对支配的权利和非所有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第

三，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它是指财产所有人对其财产享有的

独占支配权。这三层含义紧密联系。《民法通则》给所有权

下的定义是“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8、债权及其与财产所

有权的区别。P59-60 债是特定民事主体间特定的财产法律关

系，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间产

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债

权人的权利就是债权。 债权与所有权的区别： ①债权反映动

态的财产关系财产流转关系，所有权反映静态的财产关系财

产归属关系。 ②债是特定当事人间的法律关系，债权人的权



利只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因此，债是相对性的法律关系，债

权是对人权；所有权的权利主体为特定的人，义务主体则是

除权利主体之外的所有其他人，因此，所有权是绝对性的权

利，是对世权。 ③债权的客体可以是物，也可以是行为；所

有权的客体只能是物，不能是行为。 ④债权人的权利是要求

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其权利的实现要靠债务

人的行为。债权人不能直接支配作为债权客体的物；所有人

则可以直接支配其财产，其权利不需他人的行为就可实现。 

⑤债是依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产生的，产生债的法律事实既

可以是合法行为，也可以是违法行为，而财产所有权关系一

般只能通过合法行为产生。 第三章 经济法律关系 应掌握： 1

、经济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P67、P69-70 概念：经济法律

关系的概念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在参

加经济管理中和经营协调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由相应的

经济法律、法规对其进行确认和调整所形成的，并由国家强

制力保证其存在和运行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相统一的关系

。 特征：①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组织，即国家机关、

社会经济组织及其内部组织。自然人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

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 ②经济法律关系是国家意志与企业

等社会组织意志相互制约，彼此协调而形成的法律关系。 ③

经济法律关系是组织管理要素与财产要素相统一的法律关系

。 ④经济法律关系一般采取较严格的法定程序和法定形式，

一般采取书面形式，有的还要求鉴证或公证。 ⑤从内容和范

围上看，经济法律关系的变动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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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