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法学  

学科点简介：经济法学学科点隶属于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依托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法治与经

济发展研究所”。现有教授4人，副教授5人，硕士生导师5人，有博士学位教师5人。5人次担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

农业经济法研究会、社会法研究会理事，5人次担任广东省经济法研究会、房地产法研究会、社会法研究会副会长

等职。近3年，承担司法部项目、广东省软科学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等科研项目10余项，到位经费40余万

元，出版专著、教材8部，在《法商研究》、《现代法学》、《法学杂志》等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获教学成果奖4

项。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改革开放意识、民主法治理念、严谨务实作风、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从事经济

法理论和实务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要求学生达到以下培养目标：第一，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热爱国家，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于法律，具有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力奋斗的高尚品格。第二，深入掌握经济法基

本理论和经济法律制度，系统学习一个专业方向的理论知识，了解本学科发展动态。第三，学风严谨，具备从事创

造性科研的能力，能够独立解决本专业领域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第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阅读和翻译外文专

业文献。第五，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身体素质。 

  

主要课程：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规制法、农业经济法、宏观调控法、法理学、反垄断法专题、反不正当竞争法专

题、政府采购法专题、财税法专题、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房地产法专题、环境域资源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产品质量法等。 

  

就业方向：司法机关、党政机关、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律师事务所、高等学校等教学与科

研单位，还可进一步报考相关学科门类的博士研究生，继续求学深造。 

  

专业代码：030107          咨询电话：020-84096231            

▲表示统考科目或联考科目，考试题型、考试大纲以教育部公布为准。其他为自命题科目。 

  

考试题型及相应分值： 
《法学综合一》[含法理学、宪法、刑法（总论）、刑事诉讼法，分值分别为45、40、40、25分] 
（1）名词解释（6题，每题5分，共30分） 
（2）简答题（6题，每题10分，共60分） 
（3）论述题（3题，每题20分，共60分） 
《法学综合二》[含民法（总论）、经济法（总论）、国际公法、民事诉讼法，分值分别为45、40、40、25
分] 
（1）名词解释（6题，每题5分，共30分） 
（2）简答题（6题，每题10分，共60分） 
（3）论述题（3题，每题20分，共60分） 
《经济法（分论）》 
论述题（4题，每题25分，共100分） 
考试大纲： 

《法学综合一》 

序号 领域（研究方向）名称 初试科目 复试科目 

1 市场监管法 （1）▲政治 

（2）▲英语一 

（3）法学综合一[含法理学、宪法、

刑法（总论）、刑事诉讼法] 

（4）法学综合二[含民法（总论）、

经济法（总论）、国际公法、民事诉

讼法] 

经济法（分论） 2 农业经济法 

3 宏观调控法 



《法学综合一》考试大纲概述： 
本科目考试范围为：法理学、宪法、刑法（总论）、刑事诉讼法等基本理论。等基本理论。考试要求主要包括：①
考察学生对上述相关法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把握程度；②考察学生运用相关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③考察学生的法学知识结构和学术功底。 

第一部分 法理学 
一、法的概念与作用 
●法的含义及特征 
●法的本质 
●法的规范作用 
●法的社会作用 
二、法律结构 
●法律概念的含义及其功能 
●法律规则含义、特点及其分类 
●法律原则含义及其功能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三、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的概念和特点 
●法律部门含义及划分标准 
●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 
四、法律渊源、分类与效力 
●法律渊源含义 
●法的一般分类 
●法的效力的范围 
●法的效力冲突与协调 
五、法的制定与实施 
●立法及其特征 
●立法程序 
●守法及其构成要素 
●守法的根据和理由 
●司法的概念和特点 
●司法的原则 
六、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 
●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法律权利与义务的概念 
●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法律事实 
七、法律行为与法律责任 
●法律行为含义及其特征 
●法律责任的含义及其本质 
●法律责任的减轻与免除 
  
第二部分 宪法 
一、宪法基本理论 
●宪法概念、特征与类型 
●宪法与宪政 
●宪法的基本原则与宪法规范 
●宪法制定 
●宪法修改 
●宪法解释 
●宪法保障 
●宪法历史发展 
二、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 
●公民、人权、基本权利  
●平等权  
●自由权  
●政治权利  
●财产权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与限制 
●公民基本义务 
三、国家制度与国家机关 
●国家性质与国家形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单一制国家结构 
●民族区域制度 
●特别行政区制度 
●选举制度 
●政党制度 
●中央国家机关性质、地位、组成、职权与工作制度 
●地方国家机关组成、职权与工作制度 

  
第三部分 刑法（总论） 
一、刑法概论 
●刑法的基本原则 
●犯罪的基本特征 
二、犯罪构成 
●犯罪客体的概念、分类及其与犯罪对象的区别 
●不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 
●自然人犯罪主体 
●犯罪的故意与过失 
三、正当行为 
●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 
●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 
四、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存在的范围 
●犯罪既遂的概念和类型 
●犯罪预备的特征 
●犯罪未遂的特征 
●犯罪中止的特征 
五、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的概念及成立要件 
●共同犯罪人的分类 
六、罪数形态 
●罪数的判断标准 
●继续犯的特征 
●想象竞合犯的特征及处罚原则 
●牵连犯的特征及处罚原则 
七、刑罚及刑罚制度 
●主刑和附加刑 
●一般累犯的成立条件 
●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 
●一般缓刑的适用条件 

  
第四部分 刑事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的基本范畴 
●刑事诉讼目的 
●刑事诉讼结构 
●刑事诉讼结构中各主体的诉讼地位 
二、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三、管辖 
●立案管辖 
●审判管辖 
四、回避制度 
●回避的种类、理由和适用人员 



●回避的程序 
五、辩护与代理 
●辩护人的范围和辩护种类 
●辩护人的权利和义务 
●刑事诉讼代理 
六、强制措施 
●拘传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拘留 
●逮捕 
七、立案 
●立案的概念 
●立案材料的来源与条件 
●立案程序 
八、侦查 
●侦查的概念、任务和原则 
●侦查行为 
●侦查终结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九、起诉 
●起诉的概念和方式 
●审查起诉 
●提起公诉 
●不起诉 
●自诉 

  

《法学综合二》 

《法学综合二》考试大纲概述： 
本科目考试范围为：民法（总论）、经济法（总论）、国际公法、民事诉讼法等基本理论。考察内容包括：①考察
学生对上述法学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把握程度； ②考察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③考察学生法学知识结构和学术功底。 

第一部分 民法（总论） 
一、民法概述 
●民法的概念 
●我国民法的调整对象 
●民法的特点 
●民法的体系 
●民法的渊源 
●民法的适用范围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概述 
●平等原则 
●私法自治原则 
●公平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 
三、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概述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民事法律事实 
四、自然人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自然人的民事责任 
●监护 
●自然人的姓名、住所、户籍和身份证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个体工商户与农村承包经营户 
五、合伙 
●合伙的概念  
●合伙人的出资和合伙财产 
●合伙的债务承担 
●合伙的内部关系 
●退伙和入伙 
●隐名合伙 
●合伙的终止 
六、法人 
●法人制度概述  
●法人的成立 
●法人的民事能力 
●法人的机关及法人分支机构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七、民事权利 
●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的分类  
●民事权利的行使和保护 
八、物 
●物 
●货币和有价证券 
九、民事行为 
●民事行为的分类 
●民事行为的成立 
●意思表示 
●民事行为的生效条件 
●效力存在欠缺的民事行为 
●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民事行为 
十、代理 
●概述 
●代理权 
●无权代理 
●代理关系的消灭 
十一、期限与诉讼时效 
●期限 
●诉讼时效制度概述 
●诉讼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效果 
  
第二部分  经济法（总论） 
一、经济法的概念和发展历史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定义 
●经济法的特征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规律 
●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的渊源 
二、经济法的本质、理念和原则 
●经济法的本质 
●经济法的法域属性 
●经济法的理念 
●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三、经济法主体 
●经济法主体的概念、特征和体系 
●经济法主体的资格 
●经济管理主体 



●市场主体 
●社会中间层主体 
●国家经济管理机关法律制度 
●企业法律制度 
●市场中介组织法律制度 
四、市场规制法的一般原理 
●市场规制法的概念、地位和体系 
●市场规制法的价值、宗旨和原则 
●市场规制法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 
●违反市场规制法的法律责任 
五、宏观调控法的一般原理 
●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地位和体系 
●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宗旨和原则 
●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及其权利义务 
●违反宏观调控法的法律责任 
六、经济法律责任 
●经济法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经济法律责任的种类和内容 
●经济法律责任的实现 
  
第三部分 国际公法 
一、国际法的性质  
●国际法的概念 
●国际法的性质、特征及理论学说  
●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 
二、国际法基础理论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国际法与法律 
●国际法规则之间的冲突  
三、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条约  
●国际习惯  
●一般法律原则  
●确定法律原则的辅助方法  
四、国际法主体  
●国际法的基本主体——国家 
●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 
●国际法上的承认 
●国际法上的继承 
●中国关于国际法主体的理论与实践 
五、管辖权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  
●管辖权概述  
●属地管辖权和属人管辖权  
●保护性管辖权和普遍性管辖权  
●国家管辖豁免  
●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  
●中国的立场  
六、国家责任  
●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基础 
●国家责任的形式与执行  
●国家责任的免除  
●国际法不加禁止行为的国家责任  
●个人责任  
  
第四部分 民事诉讼法 
一、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 
●法院调解自愿与合法原则 
●辩论原则 
●处分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检察监督原则 
三、民事审判的基本制度 
●合议制度 
●回避制度 
●公开审判制度 
●两审终审制 
四、诉 
●诉的概念、要素 
●诉的种类 
●反诉 
五、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当事人的概念 
●共同诉讼 
●诉讼代表人 
●诉讼第三人、第三人撤销之诉 
●公益民事诉讼的原告 
●诉讼代理人 
六、管辖 
●管辖概述 
●级别管辖 
●地域管辖 
●裁定管辖 
●协议管辖、应诉管辖 
●管辖权异议 
八、法院调解与当事人和解 
●法院调解的概念 
●法院调解的原则 
●法院调解的效力 
●当事人和解 
九、诉讼保障制度 
●诉讼期间 
●送达 
●保全 
●先予执行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复试科目 

《经济法（分论）》
 

《经济法（分论）》考试大纲概述： 

本科目考试范围为：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主要经济法律制度。考试要求

主要包括：①考察学生对上述法律的基本规定、理论、方法的把握程度；②考察学生运用理论和法律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一、反垄断法 
●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经营者集中的法律规制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 
●反垄断法的实施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的基本权利 
●经营者的义务 
●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消费者权益争议的解决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责任 
四、产品质量法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生产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违反产品质量法的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