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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试命题的整体情况来看，《经济法》考试主要注重考查

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法律基本理论，二是与财务会计相关的法

律制度。因此在复习时应当注意将全部的知识点按照这两种

类型进行划分，并体会两种类型考试内容所应使用的不同复

习方法。 《经济法》科目的考试教材共有十二章，其基本结

构可概括为四部分： (一)总论部分 即经济法基础知识部分(第

一章)。这一部分每年考试所占的分值平均在3~5分左右，一

般仅出现在选择题与判断题中。包括以下内容：经济法调整

对象，经济法渊源，经济法律关系，法律责任，诉讼时效，

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这一部分反映出学科概况，主要为以

后各章学习奠定基础。 (二)组织法 分别介绍了各类企业的基

本特征、设立条件、组织机构、解散与清算，法律责任等共

同问题，是经济法考试的重点，平均每年考试分值在30~35分

左右，包含了选择、判断与综合题在内的各种题型。而这部

分题目只要认真复习，其实并不难做，属于考试拿分的主要

部分。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内容：第二章《企业法》(其中以

《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为重点)，第三章《公

司法》，第四章《外商投资企业法》(其中以合资企业法为重

点)，第五章《破产法》。《破产法》有一定的理解难度，应

在理解的基础上重点把握。 (三)行为规则法 主要是《合同法

》，包括总则和分则部分(第七章)。《合同法》体系庞大，

理论艰深，虽然考生基于生活体验，对于《合同法》的内容



往往有着一般性的、直观的了解，但法条与经验毕竟不是同

一层次的概念。一般来说，《合同法》的考试内容重点在于

考查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因此无论是总论中《合同法》的

一般原理还是分论中的各类具体合同，都应当扎实的掌握其

基础性知识，注意对法律规定的灵活运用，突出理论性、实

践性相结合的特点。这部分内容每年考试的分值在15~20分左

右，从历年考题来看，各类题型都有所涉及。其中以合同总

则为重点内容，分则中应侧重掌握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

赁及融资租赁合同、承揽合同、运输合同。 (四)宏观调控法 

包括票据、税收两方面的内容。这一部分是经济法考试的难

点，也是出题的重点，每年考试的分值在35~40分左右，涵盖

了各种题型。这一部分内容具体包括：第六章《票据证券法

》、第八章《税收法律制度基础》、第九章《流转税法律制

度》、第十章《所得税法律制度》、第十一章《财产、行为

和资源税法律制度》、第十二章《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

。其中《证券法》与《公司法》结合点较多，是全书中所占

篇幅最多的一章，历年考试均为重点内容；《票据法》与《

合同法》关系密切，法律关系最为复杂，极易在综合题中联

动出现，合并考核；《流转税法律制度》、《所得税法律制

度》是税法中的重点内容，这两章中必有两个计算题出现；

《财产、行为和资源税法律制度》部分，应注意客观题的考

核。 二、《经济法》考试命题规律总结 《经济法》科目的考

试基本上涵盖了考试大纲及辅导教材所有章节的内容,体现了

全面考核的特点。考试重在评价考生是否具备有会计师的基

本能力；侧重考核考生是否扎实掌握基础理论知识，是否具

有实务操作和职业判断能力，体现出注重法律知识的理解和



实际应用能力相结合这样一个命题思路。 具体说，经济法试

题的命题特点反映如下： (一)题型多、题量大、覆盖面广 经

济法试卷包括六种题型：即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

题、计算题、简答题和综合题。从近三年的试卷看，试题总

题量均在50多题以上，每份试题涉及的考点有近百个，充分

体现了“章章有题目，节节有覆盖”的出题思路，并且试题

越来越深入、灵活、细致，综合题分数明显上涨。 这就要求

考生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避免猜题、押题的侥幸心理，克服

死记硬背、生搬硬套的学习方法，请考生切记：只有全面复

习、弄懂弄通、学深学透、精读教材内容，才能在规定的时

间内完成如此大量的考题。 (二)全面考核、重点突出 经济法

试题既体现了全面考核的原则，又突出了重点。细细翻看一

下历年考题，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试卷中几个重点章节的

内容，分数比重均在65%左右，突出体现在与会计师执业密

切相关，实际应用较多的内容上。考生在学习中要做到“重

点突出、难点突破”，难点内容往往与重点内容交织在一起

，突破了难点，即掌握了重点!掌握了重点内容，才能有把握

过关。 (三)突出新法规、新制度、新知识 随着法制改革的不

断深入，我国法律体系日趋完善，大量新法律制定出台，经

济法教材中也每年都有新的法规增加，教材内容不断更新，

如1999年教材中增加了合伙企业法；依照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会通过的《证券法》，对该章内容做了重大调整。2001年教

材中增加了《个人独资企业法》；依照新修订的《合同法》

将原来的内容进行了扩编，同时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丰富

了《合同法》中担保的内容。2002年教材中根据中国证监会

及有关部门制定的规章，对《公司法》、《证券法》两章的



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税收法中增加了大量新会计准则的

规定。这自然给考生的知识更新提出了新要求，与此相应，

试题中必然要对新法规、新制度、新知识做出突出反映，所

以，要求考生加强对教材中新内容的学习和掌握。2005年的

考试大纲比以前的大纲更加详细，增加了车辆购置税的相关

内容。今年的考生应该以考试大纲为框架，以相应的法律、

法规为依据、以辅导教材为辅助。 (四)逻辑性强、应用性强

、灵活性大、综合分析要求高 经济法是一门既有严密逻辑性

，又有较强应用性的科目。试题在考核考生对法律具体规定

把握的基础上，注重考核考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和实际应用

能力。 近些年经济法试题在单选题、多选题和判断题中亦体

现了一定的应用性。 针对综合题而言，试题又体现了严密的

逻辑性与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跨章节出题、法律关系复杂

、隐蔽性强、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试题特征体现明显。这

就要求考生在复习中注意相关章节知识点之间的互动性，相

关问题可以集中归类复习，注意彼此间的区别与联系，并能

够融汇贯通地加以运用。特殊问题要单独复习，掌握其独有

特征。要学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找到适当的解题切入点

，一方面要说明相关法律规定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要说明法

律规定在本案中如何运用，还要力求用准确、精炼的语言回

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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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