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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小婷老师



亲爱的考生们

本课程旨在通过系统而深入的讲解，帮助大家全面掌

握经济法的基本原理、核心制度，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既注重知识点的广度覆盖，又强调深度解析，确保

每位学员都能学有所获，学以致用。

请记住，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考试前

的突击。时间越短，压力越大

亲爱的考生们！此刻，我们共同开启2025年初级职称

《经济法基础》的备考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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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论

第二章会计法律制度

第三章支付结算法律制度

第八章劳动合同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

第四章税法概述及货物和劳务法律制度

第五章所得税法律制度

第六章财产和行为税法律制度

第七章税收征管法律制度

【整体框架】



总论一



本章考情分析

本章属于非重点章节。对于第一次学习本科目的考生，

需面对较为枯燥的理论知识。从历年考试来看，本章主要

涉及单选题、多选题及判断题，2025年预计分值在 6-8分

左右。本章复习难度不大，但是考点较多且比较分散，大

多数考点需要考生通过理解加记忆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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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框架】

第一节 法律基础

第二节 法律主体

第三节 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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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基础



一、法和法律

（一）法的本质

1.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

【提示】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不等于完全不顾及被

统治阶级的意愿。

2.法是国家意志

（1）法由统治阶级物质生活条件决定，反映社会客观需要；

（2）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和根本利益，非个人意志。



（二）法的特征

特征 具体内容

国家意志性 法是经过国家制定或认可才得以形成的规范

国家强制性 法凭借国家强制力的保证而获得普遍遵守的效力

规范性 法规范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明确公开性

和普遍约束性

法是明确公开的，且对全社会各阶层具有普遍约束力

（1）明确的内容能使人们预知行为的法律后果（可预

测性）

（2）对所有社会成员及其活动都普遍适用（普遍适用

性）



【多选题】（2022年）下列方式中，属于国家创制法的

方式有（）。

A. 制定

B. 汇编

C. 解释

D. 认可

【答案】AD



【多选题】（2021年）下列关于法的本质与特征的表述

中，正确的有（ ）。

A.法是确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范

B.法是全社会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

C.法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D.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规范

【答案】ACD



二、法的渊源和分类

（一）法的渊源

种类 制定机关 文件命名

宪法 全国人大（最高立法机关） —

法律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法

行政法规 国务院（最高行政机关） ××条例

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地方××条例

规章

部门规章

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

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

能的直属机构（如国家税务总局）

××办法/规定

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人民政府
××地方××办法/规

定

口诀妙招 看见条例找法规，不法不条是规章



【提示】

（1）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特别行政区的法、国

际条约属于我国法的渊源。

（2）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司法

解释也属于我国法的渊源。

（3）人民法院所作的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指导

案例等不能作为法的渊源。



【提示】效力排序 

（1）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同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2）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



【多选题】（2023 年）下列各项中，属于我国法的渊源

的有（ ）。

A.法院作出的判决书

B.国际条约

C.法规

D.规章

【答案】BCD



【多选题】（2023 年）下列法的渊源中，效力等级最高

的是（ ）。

A.行政法规

B.地方性法规

C.部门规章

D.地方政府规章

【答案】A

宪法

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 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



（二）法的效力范围

1.时间效力

（1）法的效力的起始和终止的时限

考点 具体内容

生效方式
明确规定具体生效时间

明确规定具体生效条件

终止方式

由新法明确规定旧法废止

在完成一定的历史任务后不再适用

由有权的国家机关发布专门的决议、决定，废除

根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旧法自动终止



（2）法的溯及力——从旧兼从轻原则。

原则上新法无溯及力，对行为人适用旧法，但新法对行为人

的处罚较轻时则适用新法



2. 法的空间效力

分类 考点

域内效力

全国范

围适用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制定的规范性

法律文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

局部地

区适用

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

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

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

域内效力 原则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保护本国利益和公民权益



3.对人的效力

（1）属人原则——凡本国人，无论在国内、国外，均受本国

法的约束。

凡是中国公民，在中国领域内一律适用中国法律，平等地享

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中国公民在国外的，仍然受中国法律的保护，

也有遵守中国法律的义务。

（2）属地原则——凡属本国管辖范围内，无论本国人、外国

人，均受本国法的约束。

凡在中国领域内的外国人均应遵守中国法律。中国法律保护

外国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



（3）保护主义原则

凡损害本国利益，无论侵犯者地域、国籍，均受本国法的约

束。



【判断题】（2022 年）旧的法律一旦被新的法律废止，

则废止前发生的行为一律适用新的法律。（ ）

【答案】错



【单选题】（2023 年）下列权利中，不属于外国人在我

国享有的是（ ）。

A.人身权

B.财产权

C.选举权

D.受教育权

【答案】C



（三）法律效力冲突及解决方式

情形 具体内容

根本法优于普

通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普通法必须以宪法为依据，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上位法优于下

位法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新法优于旧法
《民法总则》是旧法，《民法典》是新法，二者对同一内容规定

不一致的，原则上应适用《民法典》的规定。

特别法优于一

般法

同一国家机关制定的法，遵循该原则。举例：《劳动合同法》相

对于《民法典》中合同编来说是特别法，作为特定主体的劳动者

与用人单位之间若形成劳动关系，应适用《劳动合同法》。



2.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殊规定不一致——谁来解决？

（1）法律与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2）行政法规与行政法规：国务院裁决。

（3）法律与授权制定的法规：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4）地方性法规、规章之间不一致时：

①同一机关制定的：制定机关裁决；

②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不一致：国务院

裁决；

③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不一致时的处理办法：

国务院 提出意见

地方性法规 部门规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

裁决
【妙招图】



【单选题】（2023 年）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

不一致时，由特定机关裁决，该机关是（ ）。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C.最高人民法院

D.国务院

【答案】B



【单选题】（2023 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

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财政部裁决。

（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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