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近八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考试分值分布

各章在近八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经济法”科目考试中所占分值比例如下：

章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难易度

第一章　 法律基本原理 １ １ ５ ２ ５ ２ ５ ２ ５ ２ ５ ２ ３ ５ ★

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

制度
４ ５ ３ ２ ５ １ ４ ５ ４ ５ ２ ５ ２ ★★

第三章　 物权法律制度 ３ ５ ６ ５ ７ ５ ７ ５ ７ ５ １９ ５ ５ ５ ★★

第四章　 合同法律制度 １６ ５ １７ ５ １５ １６ ５ １４ ５ １５ ５ ３ ５ １７ ５ ★★★

第五章 　 合伙企业法律

制度
２ ６ ７ ７ ７ ７ ７ ７ ★★

第六章　 公司法律制度 １２ ５ ４ ５ １４ ５ １７ ５ １３ ７ ９ ５ ４ ５ ★★★

第七章　 证券法律制度 ９ ５ ２２ ５ １４ １１ １６ ２１ ５ １９ ２４ ★★★

第八章 　 企业破产法律

制度
３ ５ １２ ５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１ １０ ★★★

第九章　 票据与支付结算

法律制度
１４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１ ★★★

第十章　 企业国有资产法

律制度
１８ ２ ５ ３ ５ ３ ５ ３ ５ ３ ５ ３ ５ ２ ５ ★★★

第十一章 　 反垄断法律

制度
５ ５ ４ ４ ４ ４ ４ ５ ★★

第十二章　 涉外经济法律

制度
８ ５ ６ ６ ６ ４ ５ ６ ６ ６ ★★★

二、 近八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案例分析题分值分布

近八年案例分析题考点分布表

章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物权部分

合同部分
１ 题 １３ 分 １ 题 １７ 分 １ 题 １７ 分① １ 题 １７ 分②

－

１ 题 １７ 分③
１ 题 １７ 分

１ 题 １７ 分

－
１ 题 １７ 分④

·３００·

①
②
③
④

其中， 第（１）小问涉及教材第二章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中表见代理。
其中， 第（１）小问涉及教材第二章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中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
其中， 第（５）小问涉及教材第二章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中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其中， 第（６）小问涉及教材第三章物权法律制度中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中的指示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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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公司法

证券法
１ 题 １７ 分

－

１ 题 １８ 分
１ 题 １８ 分 １ 题 １８ 分 １ 题 １８ 分

－

１ 题 １８ 分
１ 题 １８ 分

—

１ 题 １８ 分

破产法 １ 题 １３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票据法 １ 题 １２ 分 １ 题 １０ 分⑤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１ 题 １０ 分

三、 近八年（２０１３—２０２０ 年）案例分析题考点精析

近八年案例分析题考点分布

年份 第 １题 第 ２题 第 ３题 第 ４题

２０１３ 年

【破产法】

（１）别除权；

（２）一般取回权；

（３） 所 有 权 保 留

买卖合同的处理；

（４）破产抵销权；

（５）破产撤销权

【票据法】

（１）票据追索权；

（２） 票 据 权 利 的

取得和转移；

（３） 票 据 权 利 的

取得和转移；

（４）票据伪造；

（５）票据追索权

【合同＋物权】

（１）动产的物权；

（２）租赁合同；

（３）租金的处理；

（４）租赁合同；

（５）所有权的归属；

（６） 抵押权人的优先

受偿权；

（７）抵押物的范围

【公司法＋证券法】

（１）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２）董事会职权；

（３）股份转让限制；

（４）借款的限制

（５）担保的限制；

（６）虚假陈述行政责任处罚

抗辩；

（７）虚假陈述民事损害赔偿

２０１４ 年

【破产法】

（１）破产原因；

（２） 破 产 申 请 受

理的效力；

（３）债务人财产

【票据法】

（１）票据追索；

（２） 票 据 责 任 与

义务；

（３） 赠 与 合 同 的

撤销

【合同＋物权】

（１）买卖合同效力；

（２）所有权归属；

（３）分期付款买卖；

（４）保证合同；

（５）保证方式；

（６） 融资租赁合同租

赁物所有权的归属

【证券法】

（１） 公开发行 公 司 债 券 的

条件；

（２）优先股发行条件；

（３）一致行动人；

（４）要约收购；

（５）内幕交易

２０１５ 年

【破产法】

（１）破产原因；

（ ２ ） 破 产 债 权

申报；

（３）破产撤销权；

（４）抵销权

【票据法】

（１） 票 据 基 础 关

系对票据行为效

力的影响；

（ ２ ） 票 据 背 书

转让；

（３） 票 据 权 利 确

定及转移

【合同＋物权】

（１）表见代理；

（２）抵押合同效力；

（３）抵押权的实现；

（４）保证责任；

（５）合同解除权；

（６）标的物的检验

【公司法＋证券法】

（１）重大资产重组核准；

（２）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３）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４）股东回购请求权；

（５）股东诉讼

·４００·

⑤ 其中， 第（２）小问涉及教材第四章合同法律制度中赠与合同的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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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第 １题 第 ２题 第 ３题 第 ４题

２０１６ 年

【破产法】

（１） 破 产 申 请 的

受理；

（２）债务人财产；

（３）债权申报；

（４）债权人会议；

（５） 破 产 重 整 的

申请

【票据法】

（１）承兑的效力；

（ ２ ） 抗 辩 切 断

制度

（３）追索权；

（４）汇票的保证

【合同＋物权】

（１） 民事法律行为的

附条件；

（２）抵押合同；

（３）债权转让；

（４）同时履行抗辩权；

（５）损害赔偿责任；

（６）抵押权的设立

【公司法＋证券法】

（１）一致行动人确认；

（２）持股权益披露；

（３）重大资产重组；

（４）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５）董事会会议决议；

（６）股东诉讼

２０１７ 年

【破产法】

（１） 破 产 申 请 的

提出；

（２） 破 产 申 请 的

受理

【票据法】

（１）票据背书；

（２） 票 据 责 任 的

承担；

（３）票据的伪造

【合同】

（１）合同的解除；

（２）定金罚则；

（３） 合同解除的损失

赔偿；

（４） 买卖合同标的物

的检验；

（５） 标的物毁损、 灭

失的风险；

（６）借款合同的利息、

利率；

（７）保证方式

【公司法＋证券法】

（１）重大事件；

（２）虚假陈述的行政责任；

（３）暂停上市；

（４）抽逃出资；

（５）股东诉讼；

（６）终止上市

２０１８ 年

【破产法】

（１）破产原因；

（２） 管 理 人 的 利

害关系回避问题；

（３） 债 务 人 财 产

的收回；

（４） 破 产 债 权 申

报的一般规则；

（５） 破 产 申 请 的

受理

【票据法】

（１） 抗 辩 切 断 制

度 （ 承 兑 的 效

力）；

（２） 票 据 权 利 的

善意取得；

（３） 票 据 权 利 的

善意取得；

（ ４ ） 汇 票 的 追

索权

【合同＋物权】

（１）委托合同的生效、

代理权的取得；

（２） 房屋租赁合同当

事人的权利、 义务；

（３） 房屋租赁合同的

解除；

（４）“买卖不破租赁”；

（５） 房屋租赁中承租

人的优先权；

（６）抵押权的实现

【证券法】

（１）间接收购；

（２）强制要约制度；

（３）要约对象和条件；

（４） 被收购公 司 董 事 会 的

义务；

（５）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报告；

（６）预受要约；

（７）内幕交易行为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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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第 １题 第 ２题 第 ３题 第 ４题

２０１９ 年

【破产法】

（１）破产原因；

（２） 破 产 申 请 的

受理；

（３） 所 有 权 保 留

买卖合同的处理；

（ ４ ） 出 卖 人 取

回权

【票据法】

（１）票据抗辩；

（２）汇票的背书；

（３） 票 据 责 任 的

承担

【合同＋物权】

（１） 按份共有共有物

的管理；

（２） 按份共有对外债

权债务；

（３） 按份共有份额的

转让；

（４） 按份共有人优先

购买权的行使期限；

（５）动产所有权转移；

（ ６ ） 无 权 处 分 买 卖

合同

【证券法＋公司法】

（１）内幕信息；

（２）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

（３）公司的财务会计；

（４）强制信息披露制度

２０２０ 年

【破产法】

（１）重整申请；

（２） 重 整 计 划 草

案的表决与批注；

（３） 重 整 期 间 担

保权行使；

（４） 重 整 计 划 的

制定；

（５） 重 整 期 间 营

业事务相关规定

【票据法】

（１） 票 据 权 利 的

善意取得；

（２） 票 据 权 利 的

善意取得；

（３）票据的伪造；

（４）票据义务人

【合同＋物权】

（１）合同的成立时间；

（２）合同的解除；

（３）运输合同；

（４） 买卖合同标的物

风险的转移；

（５）违约责任；

（６）指示交付；

（ ７ ） 买 卖 合 同 的 检

验期

【证券法】

（１）重大事件与虚假陈述；

（２）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３）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４）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５）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

（６）操纵市场行为；

（７）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的

行为

四、 ２０２１ 年案例分析题预测

２０２１ 年案例分析题预测

可能涉及范围
２０２１年

预测星级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

１ 物权法律制度 ★★★★ ★ ★ ★ ★ ★ ★ ★

２ 合同法律制度 ★★★★★ ★ ★ ★ ★ ★ ★ ★ ★

３ 公司法 ★★★★★ ★ ★ ★ ★ ★

４ 证券法 ★★★★★ ★ ★ ★ ★ ★ ★ ★ ★

５ 破产法 ★★★★★ ★ ★ ★ ★ ★ ★ ★ ★

６ 票据法 ★★★★★ ★ ★ ★ ★ ★ ★ ★ ★

·６００·







押题点 １ 法律渊源

法律渊源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法律渊源

法律渊源 制定部门 重点提示和说明

宪法 全国人大
广义宪法包括附属性宪法性文件， 如《选举法》 《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等

法律
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

基本法律： 调整普遍的社会关系， 如《刑法》《民法典》， 由全国

人大制定和修改

一般法律： 调整某一方面的社会关系， 如《公司法》《证券法》，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

人大闭会期间， 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基本法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法律， 解释的效力与法律相同

法规

行政法规 国务院 ××条例， 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

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大及

其常委会

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对“城乡建设管理、 环境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制定地方性法规

规章

部门规章 国务院各部、 委

如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 证

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决定、 命令的依据， 部门规

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

规范

地方政府

规章
地方人民政府

①设区的市、 自治州的人民政府有权对“城乡建设管理、 环境

保护、 历史文化保护”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②没有法律、 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的依据， 地方政府规章不

得设定减损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两高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 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

者决定

·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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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渊源 制定部门 重点提示和说明

国际条约

和协定
我国签署 联合国基本大法《联合国宪章》、 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协议等

法律渊源的效力：

①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②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押题点 ２ 法律规范

１ 法律规范、 法律条文与规范性法律文件

①法律规范是从法律条文中抽象出来的三要素逻辑结构， 且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不是一

一对应的。
②法律条文除了包括法律规范外， 还包括非法律规范（专门术语的表达、 制定公布机关

的表达、 生效日期的表达等）。
２ 法律规范的分类

法律规范的分类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法律规范的分类

分类标准 具体分类 重点提示和说明

行为模式

授权性规范

义务性规范

“可以……”“有权……”“享有……权利”。

命令性规范 积极义务。 “应当……”“必须……”“有……义务”

禁止性规范 消极义务。 “不得……”“禁止……”

自主调整， 按自

己的意愿设定权

利和义务

强行性规范
《合伙企业法》第 １５ 条规定： “合伙企业名称中应当标明‘普通合

伙’字样。”

任意性规范

《合伙企业法》第 ２２ 条规定：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 合伙人向

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

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

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 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

内容的确

定性程度

确定性规范

非确定性规范

无须再援引或参照其他规范来确定其内容

委任性规范 指向的对象是国家机关等

准用性规范 指向的对象是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等

押题点 ３ 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１ 权利能力

（１）权利能力是指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它反映了权利主体获得权利和

承担义务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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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始于出生、 终于死亡； 法人的权利能力， 始于成立， 终于终止。
２ 行为能力

行为能力是指权利主体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能力。 法人的行为能

力与权利能力同步， 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划分标准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划分标准

划分标准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

年 龄、 智 力、 精

神健康状况

年龄： ≥１８；

１６≤Ｘ＜１８ 周岁， 以劳动收入作为

主要生活来源

年龄： ８≤Ｘ＜１８；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

的成年人

年龄： ＜８；

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

的成年人、 未成年人

押题点 ４ 法律关系的变动原因—法律事实

法律事实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 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 变更或消灭的客观现象， 包

括行为和事件， 具体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法律事实

行为
法律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如合同订立等

事实行为 与意思表示无关的行为， 如创作行为、 侵权行为等

事件 如： ①人的出生与死亡； ②自然灾害与意外事件； ③时间的经过

押题点 ５ 习近平思想的核心要义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首次明确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全面依法治

国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 ①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 ②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 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④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执政； ⑤坚持在法治轨道

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⑥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⑦坚持依法

治国、 依法执政、 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⑧坚持全面

推进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 全民守法； ⑨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 ⑩坚

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２０１８ 年， 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设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该委员会办公室位于（ 　 ）。
Ａ． 中共中央办公厅 Ｂ． 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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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国家监察委 Ｄ． 最高人民法院

２． “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 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马克思

的这句话所体现的法的特征是（ 　 ）。
Ａ． 法受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

Ｂ． 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

Ｃ． 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Ｄ． 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３．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 　 ）。
Ａ．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Ｂ．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Ｄ．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４． 关于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关系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法律规范等同于法律条文

Ｂ． 法律条文的内容除法律规范外， 还包括法律原则等法要素

Ｃ． 法律规范是法律条文的表现形式

Ｄ． 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一一对应

５． 下列关于法律渊源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 　 ）。
Ａ．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部分修改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

Ｂ． 部门规章可设定减损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Ｃ． 地方性法规是指地方人民政府就地方性事务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

Ｄ． 除最高人民法院外， 其他国家机关无权解释法律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下列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调整范围相互交叉

Ｂ． 法律规定的是权利， 道德强调的是义务

Ｃ． 法律属于社会制度， 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Ｄ． 法律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道德主要靠舆论、 内心信仰和宣传教育等手段实现

２． 根据民事法律制度的规定， 下列各项中属于法律事实中事件的有（ 　 ）。
Ａ． 人的死亡 Ｂ． 侵权行为

Ｃ． 自然灾害 Ｄ． 时间的经过

３． 下列关于法的规范属性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
Ａ． 法是社会规范 Ｂ． 法是技术规范

Ｃ． 法是行为规范 Ｄ． 法是道德规范

一、 单项选择题

１． Ｂ　 【解析】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司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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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Ａ　 【解析】 马克思所说的“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 并且从来不能向经

济条件发号施令”， 即表明统治阶级的意志必须服从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
３． Ａ　 【解析】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
４． Ｂ　 【解析】 法律规范不同于法律条文， 选项 Ａ 错误。 法律条文是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

选项 Ｃ 错误。 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不是一一对应的， 选项 Ｄ 错误。
５． Ａ　 【解析】 没有法律或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决定、 命令的依据， 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

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 选项 Ｂ 错误。 地方性法规是有地方立法

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就地方性事务以及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执行法律、 行政

法规的需要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 选项 Ｃ 错误。 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司法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发布的指导性文件和法律解释的总称， 选项

Ｄ 错误。
二、 多项选择题

１． ＡＣＤ　 【解析】 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看， 一方面， 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紧密联系、 相

互重叠， 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整范围相互交叉、 相互包容。 通常， 法律所禁止和制裁

的行为， 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 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 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

导的行为。 另一方面， 法律与道德也存在区别。 法律属于社会制度的范畴， 道德属于社会

意识形态的范畴； 法律规范的主要内容是权利与义务， 并且强调两者之间的平衡， 道德则

强调对他人、 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 承担责任； 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而

道德规范则主要依靠社会舆论、 人的内心信念以及宣传教育等手段来实现。
２． ＡＣＤ　 【解析】 法律事实包括行为与事件。 事件是指与当事人意志无关， 但能够引起法律

关系发生、 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 行为是指以权利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能够引起法律后

果的法律事实。 选项 Ｂ 属于行为。
３． ＡＣ　 【解析】 法是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法是确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

和义务的规范。

押题点 １ 民事法律行为

（一）意思表示

（１）效果意思。 表意人欲使其内心意思发生法律效力， 这使得意思表示区别于戏谑行为

（开玩笑等）、 情谊行为（请吃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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