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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8/2021_2022__E5_95_86_E

6_B3_95_E4_B8_8E_E7_c36_478050.htm 商法与经济法是司法

考试中涉及内容最广的两大部门法。就商法而言，其内容包

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三 资”企业法

、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八大部分；就经济法而

言，其内容包括竞争法、消费者法、银行法、证券法、财税

法、劳动法、土地与城市房地产法、环境保护法共八大部分

。就涉及到的法规而言，大小共有近40来个。由此看来，商

法、经济法的内容十分庞杂，而且在很多部门法之间相互联

系很小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复习起来难度是很大的。 从这三

届的司法考试命题情况来看，商法的内容出现在卷三与卷四

中；经济法的内容一般只出现在卷一中，在卷四中偶有涉及

。 从商法部分的分值看，公司法是重中之重，其次是票据法

、保险法和三资企业法(主要是合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

从经济法部分的分值看，劳动法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税法(主

要是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证券法；竞争法、消

费者法、土地与房地产法都包含有若干小法在内，具体到每

一部小法则分值不高。 商法、经济法虽然涉及的法规较多，

分值很分散，但是难度不大。分析最后两届律师资格考试和

三届司法考试，可以总结出以下出题特点： 1、重点考查新

增内容和新修订内容。如2003年经济法中惟一新增内容出现

在银行业法中，这一年该部分由往年的1-2分陡增至6分。 2、

紧跟社会热点问题。如去年出现审计风暴，果不其然司法考

试出现了审计法的命题。 3、直击法条。很多小法对理论的



要求并不高，而是针对法条命题，如反不正当竞争法重点针

对4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和7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个人所得税法

重点围绕着第一条至第六条。 4、点多面广、命题带有一定

的综合性。商法、经济法与实践联系紧密，在理论深度基本

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考查范围来加大该部分的难度

，考题中每一选项涉及一个知识点。 基于以上特点，考生复

习时应做到：第一，对重要的部门法(主要是公司法)应全面

撒网。做到既领会其背后的法理，抓住主要的知识点，又要

注意对法律具体规定掌握的准确度与精细度。第二，对一些

小法则重点捕捞，依法条为核心。在厘清小法的脉络体系的

基础上，把握重点章节、重点法条。第三，对一些操作性强

的法律，搞清其框架体系。如票据法，首先要搞清框架体系

，理解透票据特征与票据行为的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读法律

。第四，对新增加的内容，如证券投资基金法，按照大纲的

要求，逐一掌握。第五，大量做题。习题的选择很重要，目

前市面上的习题五花八门，有些题的质量存在问题，建议做

以前5年的真题。第六，摆正心态，踏踏实实地进行复习。建

议大家在复习时不要押题，更不要听信某些辅导班“能够押

中多少分值的题”的虚假宣传，侥幸心理是取得成功的大敌

。现在离考试的时间只有两个多月了，内容多、时间紧，比

较可行的方法是：参加一个正规的辅导班，在老师的帮助下

把商法、经济法的知识体系整理出来，找到每一个部分的重

点、难点、考点，然后把重点法条梳理一遍，在此基础上大

量的做题，检测自己的复习效果，找出问题点，再有针对性

的去强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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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