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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一 认识中级经济法及学习方法指导

一、考试政策

1.考试相关时间

报名时间：6 月 12 日-7 月 2日

考试时间：9 月 7 日-9 月 9 日

2.中级会计资格考试的考试科目包括《中级会计实务》、《财务管理》和《经济法》。考生应在

连续的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的考试，方可取得中级会计资格证书。

3.无纸化考试

中级资格考试全部采用无纸化方式，考试在计算机上进行。试题、答题要求和答题界面在计算机

显示屏上显示，考生使用计算机鼠标和键盘在计算机答题界面上进行答题。

认识机考系统

（1）登录

（2）阅读考生须知，等待考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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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题界面：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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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答题界面：多项选择题

（5）答题界面：判断题

（6）答题界面：计算分析题、简答题、综合题

4.中级资格考试客观题实行计算机阅卷，主观题实行计算机网上人工阅卷。

5.考试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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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时间 科目

8:30-11:15 (2.75h) 中级会计实务

13:30-15:45 (2.25h) 财务管理

18:00-20:00 (2.0h) 经济法

6.由于考试机位数量所限，2024 年分为 3个批次（2022 年 9 月 7-9 日）进行。

【提示】考生要做的是不论抽到 ABC 哪一套卷子，都要拿够 60 分，轻松过关；不能“佛系”，

更不能有“赌”或“撞大运”的心态。

二、考试题型题量

题型 题量 得分规则

客观题

（70%）

单项选择题 1分/小题×30 小题 选择最符合题意的选项

多项选择题 2分/小题×15 小题

（1）2-4 个应选项

（2）少选得相应分值，多选、错选、不选均

不得分

判断题 1分/小题×10 小题 错答、不答均不得分，也不扣分

主观题

（30%）

简答题 6分/题×3 题 （1）明确回答问题

（2）说明理由部分按采分点（关键词）给分综合题 12 分/题×1 题

三、教材基本情况与各章节分值分布

章节 考核分值 变化 习题涉考性

第一章 总论 9-14 分 变动不大 客观题

第二章 公司法

律制度
13-17 分 变动不大 主、客观题（综合题）

第三章 合伙企

业法律制度
6-11 分 变动不大 主、客观题（简答题）

第四章 物权法

律制度
14-19 分 变动不大 主、客观题

第五章 合同法

律制度
13-20 分 变动不大 主、客观题

第六章 金融法

律制度
13-17 分 变动不大 主、客观题

第七章 财政法

律制度
4-11 分 变动不大 客观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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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 考核方向

第二章
本章理解不难，但记忆压力较大，建议对比学习、精确记忆，切勿一味追求速度。

本章复习重点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及股东和股权（份）

第三章
本章内容不多，考点稳定，整体理解难度不大，但重在对比，尤其是对比有限合伙

人和普通合伙人在处理上的不同之处

第四章
本章是去新增的，专业名词多，理解难度相对较大，需要结合案例去体会，建议重

点关注物权变动、共有、善意取得和抵押

第五章
本章内容贴近生活，理解难度不大，但题目比较灵活，所以学习本章一定要有代入

感，重点复习合同履行、终止，租赁合同和保证合同

四、复习备考方法与总体时间安排

（一）《经济法》复习备考方法

1.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不骄不躁，稳扎稳打，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2.结合自己的背景和实际情况，正确搭配科目，为自己设定科学的学习计划。

3.充分利用好营养价值最高的资料——历年真题

（1）对高度成熟的中级会计资格考试，虽然命题组在努力增加考试的不可预见性，但一定意义

上说，做历年真题就是在做今年的考题。

（2）历年真题至少做 3遍，听话的都可以过；不听话的，明年又多一套真题要做。

（基础班一遍，习题班一遍，冲刺成套再一遍）

（3）注意，这里强调的是“做”，不是“看”。

（4）关注历年真题的知识点。（重者恒重）

（5）研究历年真题的命题方式、考核角度、陷阱设置等。

4.配合人类记忆特征，在遗忘之前多重复。

（中级会计职称考试就是和自己的金鱼记忆做斗争的过程。）

（1）每日：每晚上睡觉前，应该将当天所学的知识择其要点复述一下或干脆默想也行。

（2）每周：星期天休息，可将一周来所学课程的内容写在一张纸上测验自己，发现存在疑难或

模糊之处，马上解决，决不拖欠。

（3）章节：一个章节学完了，可以自测一下本章节有哪些主要内容，学完有什么收获，从而及

时消化，巩固记忆。

5.扫清学习误区，清醒备考

误区（1）：中级经济法=最简单、最容易通过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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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税法后，新增知识点较多，且多是文字性的法条，本身在理解上就有一定难度，加上考试灵

活性和综合性增强，对考生知识点的理解以及法条的运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考生在

备考时切不可过分“轻敌”。

误区（2）:中级经济法=死记硬背？

对不少考生来说，经济法最难的地方在于法条的记忆，甚至认为经济法就是死记硬背，因此考前

突击背诵就能考过。

不可否认，需要考生进行记忆，特别是一些时间性、数字性的考点，但并不代表经济法就等于死

记硬背，恰恰相反，经济法的记忆更多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

经济法主观题的分值只有 30 分，70 分的分值都是通过客观题来考查，并不需要大家原文默写法

条，更多的是需要大家在理解的基础上灵活运用。从近两年的考试趋势来看，综合型的小案例明

显增多，单靠死记硬背，是无法通过考试的。

误区（3）:中级经济法=临时抱佛脚?

备考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大家要做好长期备战的准备，掌握学习方法，制定好适合

自己的学习计划，才能更加从容地应对新一轮的考试。

不少考生备考前期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会计和财管上，想着考前留个把月突击学习经济法，这

样临时抱佛脚的打开方式是非常不可取的。

任何一门考试，基础知识的积累都是必须的。中级会计职称的考试不是简单的知识点罗列，而是

考查考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这些都需要时间积累沉淀，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习得。

虽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但大家也要知道:佛渡有缘人，临时抱佛脚，佛也不见得能渡你。

（1）经济法首先靠理解，其次才是记忆。

【法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侵犯公司利益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

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收到股

东的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 30 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

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建立知识框架。

（3）结合科目特点适量做题，考前成套训练。

【提示】 《经济法》特点 1：没有超越理解范围外的知识；特点 2：不需要特别大剂量的刷题。

考生做错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记不住知识点或者马虎。

（4）建立自己的错题档案，自己的错题反复做。

（二）主观题

1.主观题题型及命题规律

（1）题型包括“简答题”与“综合题”两类

（2）考点一般出自公司法、物权法、合伙企业法、保险法、票据法、合同法。

其中，在综合题中会出现“大拼盘”，以某年试卷为例，三批次考题均为公司法、票据法、物权

法和合同法的全面综合。

2.主观题答题要求

（1）注意不要 漏答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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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 合理使用“复制、粘贴”功能，但决 不能只复制、粘贴题目表述而无自己观点。

（3）在考场上请务必 认真审题，尤其是答题要求。

（4）主观题答题 要全面但不能画蛇添足。

3.主观题命题规律

考核内容大多为 重点知识，且法条表述相对较 短，命题章节甚至核心考点均较为 固定，难度

没有 想象中大，得分并非难于上青天。

4.主观题应对策略

（1）“文字表述型”题目，掌握 三段答题法：

① 表明观点：符合或不符合法律规定，支持或不支持，观点必须明确。

② 引述法条：“根据规定……”无需追求按法条原文表述，只要答出关键词就能得分，即使完

全不 记得法条，也请用自己的话把自己判断的原因表达出来，记住，只要写就有得分的可能。

③ 分析案例：“在本题中……”结合案例事件、人物等简略描述重申观点。（可省略） 【注意

1】部分题目只要求表明观点，不要求说明理由， 切勿画蛇添足。

【注意 2】票据法、合同法部分，涉及人物、时间、事件相对复杂，应学会画“当事人关系图”

加以应对。

【试题示例·简答题】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和公司法律制度规定，不考虑其他因素，回答下列问题：

（1）2021 年 9 月，钱某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人民法院是否应予支持？并简要说明理由。

（2）2022 年 2 月，钱某对孙某转让的股权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简要说明理由。

解题思路：

第一步表明观点（ 观点必须明确） ：明确回答人民法院支持或不予支持。（0.5 分）

第二步说明理由（ 引述法条原文+分析案例）： 根据规定， .......，本题中， ......。（ 1.5

分）

☆只引述法条原文不分析案例☆

根据规定，......。（ 1.5 分）

☆不记得法条原文，用自己的话分析案例，且答出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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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中，......。（ 1.5 分）

☆不记得法条原文，用自己的话分析案例，但未答出关键词☆（0 分）

【应对技巧】

读题中，遇到争议点，看问题；必须亲自动手做题，切不可眼高手低；重视日常训练，培养题感

和技巧。

5.主观题评判标准

（1）表明观点和说明理由 分别给分，只表明观点不说明理由，得相应分值。

（2）近年来中级职称的阅卷标准相对宽松，只要主观题表述能让阅卷老师知道你“ 确实懂”，

就能 得分。

（3）中级职称主观题的阅卷标准较为细致，细化到“0.125 分”， 因此答题 务必规范。

（三）《经济法》总体复习安排

1.2024 年 3 月-2023 年 4 月 预习阶段

了解考试基本信息、构建宏观框架、复习备考计划、掌握基本概念与原理、进入学习状态

2.2024 年 4 月-7 月基础知识学习阶段

知识点学习，构建知识体系，适当搭配练习对知识予以巩固

通过习题对所学知识点复习与提升，法条背诵记忆，突破主观题

3.2024 年 8-9 月 押题班冲刺阶段

考前错题集中回顾，当年新增和修订知识点突击（不考常态考“变态” ），调整“时差”迎接

考试

（四）《经济法》学习方法总结

心态问题：坚持到底，爱上经济法

记忆问题：善用思维导图，形成知识体系，把书面语言变成口头语言

资料问题：讲义为纲，知识点为主，做题为辅，重视历年真题

规划问题：订好计划好，化整为零的利用时间，反复，反复，再反复

【最后强调】

第一，成功是 1%的勤奋+99%的远离手机。

第二，注意锻炼身体，健康才是一切的基础。

第三，平衡好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心态好才是真的好。

第四，预祝大家 2024 年中级职称考试取得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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