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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年到司法考试复习的提高阶段，很多考生都会产生这样的困惑：越学越多，越学越乱，越学越不会
。究其原因，一是不会重点学习：不会、不敢、不忍放弃，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与考点知识不加
区分、广取博爱。二是不会深入学习：掌握了考点知识的概念，却没有理解其内涵，掌握了考点知识
的表面特征，却没有领会其实质构成，不能由表及里，深入把握其内在精神与要领。三是不会联系学
习：不会加强相同考点的串联、相异考点的对比、相似考点的区分，不能以点带面、融会贯通，不能
形成考点知识系统。四是不会整体学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掌握了一个一个孤立零散的具体制度
这些“棋子”，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整个部门法的考点知识“一盘棋”。为帮助大家克服上述提高
阶段之不足，我们修订编写了《2010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本书分为《民法60专题》、《刑法50专
题》、《诉讼法45专题》、《商经法·国际法学46专题》、《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46专题》
五部分，通过精心筛选考点，深度解析考点，形成考点知识系统，在近5年司法考试考点涵盖基础上
，加强联系对比区分，揭示考点、分解考点、突破考点、训练考点，推进大家在提高阶段的复习中迈
上一个更高台阶，实现高分突破。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2009年司法考试，有超过95％的试题可以
直接在本书上找到答案。以民法为例，依据《2008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之《民法62专题》可以直接
得出当年94．6％的民法试题答案。除3道单项选择题外（第4、18、24题），其余的53道题本书全部进
行了准确的提示和讲解。依据《2009司法考试精神和体系》之《民法60专题》可以直接得出当年98％
的民法试题答案。除1道多项选择外（第58题），其余的46道题本书全部进行了准确的考点提示和讲解
。帮助大家强化突破最重要的95％。这就是本书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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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商经法·国际法学46专题(法律版)》主要特点：1．明晰部门法精神，形成考点知识系统。首先，提
炼部门法精神。所谓的部门法精神，就是该部门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内在特性。它是一个部门法的
灵魂，统率着部门法具体制度的建立和形成。只有把握住了部门法精神，才能从总体上准确把握部门
法具体制度的精髓和要领。其次，构建部门法知识体系。通过知识体系的构建分析，将单个的考点知
识串起来形成考点知识的面，让一个一个考点知识面串起来形成1+1>2的考点知识系统。通过精神和
体系，展现部门法考点知识内在逻辑和外在结构，彼此紧密相连，相互融会贯通。
2．揭示考点、分解考点、突破考点。
《商经法·国际法学46专题(法律版)》以近5年司法考试考点为中心，凸现提高强化特性。(1)揭示考点
。在部门法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考点知识的纷繁复杂中，明确告诉大家，部门法的考点是什么
，让考点昭然若揭。(2)分解考点。对考点知识的本质内涵进行剖析，对考点中的疑点难点进一步澄清
，由表及里，直击考点精髓。(3)突破考点。根据司法考试考查规律，着力考点知识的联系对比和区分
，加强相同点，辨析相似点，甄别相异点，让大家对考点知识切实做到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
3．精选历年真题和典型案例，全方位推进考点训练。
首先，每一专题的讲解均由一道近5年的典型真题引领，以考试为中心，检验对专题考点知识的掌握
程度，启发大家对专题考点的深层思考。其次，围绕考点，设计连环案例，环环相扣、步步追问，加
强考点理解，深化每一专题考点训练。最后，每一专题案例的最后再安排一道近5年的典型真题进行
总结，再次对考点进行实战强化。 
4．归纳重点法条，强化考点的多层次理解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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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商法商法的精神商法的体系专题1 公司法总论专题2 有限责任公司法律制度专题3 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制
度专题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专题5 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解散、清
算等重大变化专题6 公司法其他专题7 证券机构专题8 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专题9 合伙企业法专题10 个
人独资企业法专题11 外商投资企业法专题12 票据法专题13 保险法相关法律制度专题14 企业破产法专
题15 海商法经济法经济法的精神经济法的体系专题1 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专题2 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专题3 产品质量法专题4 商业银行及银行业监管专题5 税法专题6 劳动法专题7 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
权专题8 房地产开发与交易专题9 环境法律制度和环境纠纷国际法学国际法的精神国际私法的体系专
题1 国际私法的主体专题2 冲突规范及其适用专题3 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专题4 国际商事仲
裁专题5 国际民事诉讼国际经济法的体系专题1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专题2 国际贸易术语专
题3 国际货物运输专题4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专题5 国际贸易支付专题6 政府对外贸易管制专题7 世界贸易
组织制度专题8 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其他制度国际公法的体系专题1 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专题2 国际法的主
体专题3 国际责任专题4 国际法上的空间划分专题5 国际法上的居民专题6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专题7 条约
法专题8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专题9 战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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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商法源于罗马法中规范商品交易的规则以及商事主体的交易习惯，具有私法的禀性，尊重市场
调节机制，崇尚私法自治、契约自由、诚实信用。随着商事活动的发展和单一市场调节机制弊端的逐
步显现，商法逐渐吸纳了一些公法的元素，实现其从传统向现代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如果民法的基本
精神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的话，商法则可以归纳为自由、秩序和效率。自由体现为保障交易
的顺利，包括交易的简便性与迅捷性。只有这样，商事主体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多次反复的
交易。商法中的契约定型化、短期时效、权利证券化、程序简易化等都是这方面的体现。秩序的功用
在于保障交易的安全，现代商事活动中，交易手段复杂、交易标的巨大、交易频率加快、交易风险增
加、交易安全对秩序的需求也日渐强烈。效益精神的根本贯彻，使商法能够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
较多或较大的产出。商事主体通过商事活动，实现了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充分利用，从而提高了市
场资源的利用效率。简单地说，商法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商事主体及其交易活动。由于商事活动的灵活
性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法的体系表现出一种变动不拘的特点，构成其体系的各单行法随着商业活
动的需要或增或减或删或废，但无论怎样变化，商法的体系总是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商事主体法，
用来规范参加交易活动的主体；二是商事活动法，用来规范交易活动的游戏规则。商法是以商事主体
为核心，以商事活动为主线的一个发展变化的法规群。我国商事主体法主要包括《公司法》、《证券
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外资企业法》和《破产法》。作为组织法，商事主体法是一部动静结合的法律。从静的方面讲，
商事主体作为一种拟制“人”，与自然人一样，也要具备表达自己意思的各个“器官”，要具备对自
己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但与自然人不同的是，其表达自己意思的“器官”只能是组织机构，而承担
责任只能以财产为基础。其中，财产基础是商事主体对外交易的基础，是重中之重。财产责任分为有
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种形式，这主要是针对商事主体的投资人而言的，如果该商事主体有独立的财产
，则其投资人不能抽回其投资，但该商事主体要以其全部资产对商事主体的活动承担责任；否则，投
资人可以抽回投资，但要以其全部资产对商事主体的活动承担责任。从动的角度看，该拟制“人”同
样遵循由生到死的自然规律，但其“出生”的目的仅仅是追逐利益，如果该目的不能实现，则只有走
向灭亡。因此在进行拟制时，要关注的是其“出生”，即设立的过程是否有利于逐利，其“死亡”，
即终止解散前是否了结了生前的债务。这种拟制的结果就是一部法律的出台和一类商事主体的诞生。
我们掌握商事主体法，要将财产基础、组织机构和设立、经营和终止等结合起来，从静态和动态进行
多角度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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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经法·国际法学46专题(法律版)》：体系表+真题+考点精讲+实例+法条=司考过关统计表明：每
年司法考试95％以上试题都可以直接在《商经法·国际法学46专题(法律版)》中找到答案。被考生评
为短时间提高司考成绩最佳图书。2010年全新修订——潜心研读20天提高效率百分百奉献权威实用精
品 搭建考试成功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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