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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88_E6_9D_B0_E8_c43_69419.htm 第一章 绪论 本章考情

分析 在最近3年的考试中，本章的平均分值为5分，2003年的

分值为5分。 本章重点难点分析 一、法律规范 按照法律规范

的性质和调整方式分类，法律规范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

规范和授权性规范。 （1）义务性规范是要求人们“必须”

作出一定行为，承担一定积极作为义务的法律规范，即“必

须怎样”、“应当怎样”。 （2）禁止性规范是“禁止”人

们作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即“不能怎样”、“不得怎样

”。 （3）授权性规范是授予人们“可以”作出某种行为，

或者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即“可以

怎样”。 【例题1】按照法律规范的性质和调整方式分类，

我国《会计法》关于“任何单位不得以虚假的经济业务事项

或者资料进行会计核算”的规定属于（ ）。（2001年） A、

义务性规范 B、禁止性规范 C、授权性规范 D、任意性规范 

【答案】B 【例题2】我国《会计法》第三条规定：“各单位

必须依法设置会计账簿，并保证其其实、完整。”该法律规

范属于（ ）。（2003年） A． 授权性规范 B． 禁止性规范 C

． 义务性规范 D． 任意性规范 【答案】C 【解析】义务性规

范是要求人们“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承担一定积极作为义

务的法律规范。 二、法律解释 根据法律解释的主体和效力的

不同将法律解释分为有效解释和无效解释。 1、有效解释（

正式解释、法定解释、官方解释） （1）立法解释：国家立

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法律的解释 （2）司法解



释：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解释 （3）

行政解释：国家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的具体应用所作的解

释 2、无效解释包括学理解释和任意解释。 【例题1】下列法

律解释中，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是（ ）。（2001年） A、立法

解释 B、学理解释 C、行政解释 D、司法解释 【答案】B 【例

题2】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属于（ ）。 A、 

非官方解释 B、 行政解释 C、 立法解释 D、 司法解释 【答案

】C 三、经济法律关系的要素 1、主体 我国经济法主体的范

围包括：（1）国家机关（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2

）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如医院、工会）；（3）企业内部组

织；（4）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和公民。 【例题】

下列各项中，可以成为经济法主体的有（ ）。 A． 某市财政

局 B． 某研究院 C． 某公司的子公司 D． 公民陈某 【答案

】ABCD 2、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包括经济权利、经济义务。

3、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 （1）物是指可以为人们控制的，具

有一定经济价值和实物形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货币

和有价证券。 （2）行为包括经济管理行为、生产经营行为

、提供一定劳务的行为和完成一定工作的行为。 （3）智力

成果包括商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例题1】下列各项中，能够作为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有（ 

）。 A、商品 B、商标 C、公民 D、组织 【答案】AB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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