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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李毅老师点评 

壹、试题分值统计表 

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 
题型 

题数 占分 题数 占分 题数 占分 

单选题 4 4 7 7 7 7 

多项选择题 3 6 3 6 4 8 

不定项选择题 1 2 1 2 1 2 

案例分析题 0 0 0 0 0 0 

8 12 11 15 12 17 
总分值 

44 

贰、试题分值与考点分布统计表 

章节单元（国际公法） 分值 考点 

导论  0  

国际法主体  1 安理会的职权和打击海盗 

国际法律责任  2 卫星肇事人的损害赔偿 

国际法上的空间划分  1 公海上的紧追权 

国际法上的个人  2 外国人的出入境管理 

外交关系与领事关系法  2 外交代表的任免与外交特权 

条约法  2 国际条约的加入与保留；国籍的取得与丧失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0  

战争与武装冲突法  2 战俘待遇 

 

章节单元（国际私法） 分值 考点 

概述  0  

国际私法的主体  2 住所的确定 

法律冲突、冲突规范和准据法  0  

适用冲突规范的制度  0  

国际民事法律适用  6 

国际私法上监护的管辖和法律适用；融资租贷合同，贷款

合同，保证合同在国际私法中管辖地的确定；支票行为的

管辖权确定；国际私法中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租船合同

的管辖与船舶碰撞 

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  2 外国企业抽逃出资；国际贸易中的仲裁协议 

区际法律的问题  5 约定管辖，内地与香港的司法协助；内地与台湾司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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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单元（国际经济法） 分值 考点 

国际货物买卖  2 FOB 合同下的责任分配；CIF 保险 

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2 提单；优先权（外国优先权） 

国际贸易支付  1  

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1  

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  3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其它法律制度 8 
特别提款权；商标权的海关保护；判断法人的纳税居民身

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参、09 年考试重点趋势点评 

一、国际公法 

    国际公法今年的考题考查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干涉内政、国际习惯法、中国出入境管理、（海

洋法）紧追权的行使、（中国）引渡法、条约的保留、特别使团的特权与豁免、战俘的待遇等考点，

基本以传统重点为主，其中个别考点也涉及比较生僻一点的方面，如可以提出保留的时间，联合国安

理会决议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关系、特别使团的特权与豁免等。 

二、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今年的真题考的基本都是一般重点或新增考点，例如冲突规范方面考了住所的积极冲

突的解决、涉外监护的法律适用、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适用、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涉外支票出票的

记载事项的法律适用等；争议解决方面考了涉外仲裁协议约定不明的效力、《海牙取证公约》、台湾民

事判决的认可与执行等；新增考点则考了《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

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

决的安排》等。总体看来，2009 年的国际私法真题难度适中，基本没有象 2008 年那样出现语义歧义

或争议性的题目，一些题目因为综合考查两三个知识点难度适当大一些，但只要做认真、系统地复习，

该部分考题正常情况下能够拿到高分，这也充分说明，在应试准备中花适当的时间认真复习国际私法

是非常值得的，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三、国际经济法 

国际经济法的真题涉及到的考点包括 FOB 术语、CIF 术语、海牙规则和平安险、承运人无正本提

单放货的法律责任、信用证止付、反补贴、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巴黎公约》优先权、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边境措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特别提款权、国际税

法等。其中承运人无正本提单放货的法律责任为 2009 年的新增考点。总体看来，2009 年国际经济法

的真题的特点是注重用灵活的方式考查考生对一些传统重点（如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支付等

方面）的掌握，同时也包括一些热点问题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方式、知识产权保护等。与 2008

年试题相比，2009 年试题中涉及《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题目少一些，但也仍然存在个别

考查对考生来说较为生僻的考点的题目，如《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关于货币汇兑险的具体界定、

判断法人纳税居民身份的标准的问题等。 

总体看来，2009 年三国法的考题总体上题目质量较高，涉及的考点也主要是传统重点、新增考点，

和 2008 年的试题相比，2009 年真题中的偏题和逻辑混乱的题目较少，命题注重灵活性。绝大多数涉

及传统重点的题目都属于通过系统、认真复习准备都能够正确解答的题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