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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型和发展期，新的会计、审计准则不断推出，税收政策、经济法规也在不断完善
中，因此注册会计师考试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2009年注册会计师考试开始实行全新的考试制度
，考试体系和考试教材都进行了较大调整。
2010年考试教材继续体现了这一特点，部分科目（如财务成本管理）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
　　为了帮助广大考生全面理解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大纲和考试教材规定的内容，在有限的复习
时间内掌握教材的重难点内容，把握考试动向和出题规律，顺利通过考试，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远程教
育网（www.esnai.net）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强强联合，组织常年从事注册会计师考前辅导的名师、
专家编写了本套《财经版2010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应试指导》丛书。
　　本丛书由具有多年考试辅导经验的名师团队编写，紧扣2010年度考试大纲和指定教材，结构合理
，体例全面，应考性强。
按科目共分成6本书，即《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和《公司
战略与风险管理》。
每本书由3个部分组成：名师导读、各章考点精讲和跨章节综合题。
　　第一部分“名师导读”，整体介绍“教材内容结构”、“教材主要变化”、“2009年考试命题规
律分析”、“2010年考试命题预测”、“学习方法指导”等；第二部分“分章重难点精讲和经典例题
”，系统地讲解了各章知识点，并“讲练结合”，每章后配有“本章强化练习题及参考答案与解析”
；第三部分“跨章节综合题”，以本科目8到10个综合大题为例，囊括教材重大考点，并配有答案与解
析，帮助考生把握和提升主观题的应试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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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考情分析及教材变化　　本章内容结构基本框架　　本章重难点精讲及典型例题分析　　本
章强化练习题　　本章强化练习题答案及解析　第十四章　工业产权法律制度　　本章考情分析及教
材变化　　本章内容结构基本框架　　本章重难点精讲及典型例题分析　　本章强化练习题　　本章
强化练习题答案及解析　第十五章　竞争法律制度　　本章考情分析及教材变化　　本章内容结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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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及解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

章节摘录

　　1.诉讼时效有以下特征：　　（1）有债权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存在，而且该状态持续了一段
时间。
　　（2）诉讼时效不消灭实体权利。
这意味着：①诉讼时效期间的经过，不影响债权人提起诉讼，即不丧失起诉权；②债权人起诉后，法
院在确认诉讼时效届满的情况下，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即债权人丧失胜诉权；③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作出同意履行义务的意思表示或者自愿履行义务后，又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
为由进行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诉讼时效具有强制性，当事人均不得协议变更或限制。
　　2.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其他请求权，如物上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
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但对下列债权请求权提
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1）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2）兑付国债、金融债
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3）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4）
其他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
　　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1）适用对象不同。
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除斥期间一般适用于形成权。
（2）可以援用的主体不同。
诉讼时效须由当事人主张后，人民法院才能审查，人民法院不能主动援用。
除斥期间无论当事人是否主张，人民法院均可以主动审查。
（3）法律效力不同。
诉讼时效届满只是导致胜诉权的消灭，实体权利不消灭；除斥期间届满，实体权利消灭。
（4）期间性质不同。
诉讼时效是可变期间，可以因主客观原因中断、中止或延长；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不适用中断、中
止和延长的规定。
　　3.诉讼时效的种类包括：普通诉讼时效、短期诉讼时效、长期诉讼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为2年；短期诉讼时效为1年，包括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事
先没有声明的、延付或拒付租金的、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损毁的；长期诉讼时效中的涉外货物买卖合同
、技术进出口合同的诉讼时效和仲裁期限为4年；最长诉讼时效为20年。
其他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最长诉讼时效从权利被侵害之日算起。
最长诉讼时效适用诉讼时效的延长，但不适用诉讼时效的中断和中止。
　　根据不同情况，诉讼时效起算有不同情况：（1）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债的请求权，从条件成就
或期限届满之日起算。
（2）定有履行期限的债的请求权，从清偿日届满之日起算。
注意分期履行的（分期付款、分期交货付款）。
（3）未定有期限或者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的请求权，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算；不能确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计算。
（4）因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赔偿请求权，从受害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或者损害时起算。
人身伤害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之日起算；伤害经检查确诊的，从伤势确诊
之日起算。
这类赔偿请求权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时，必须请求权人知道侵害事实和加害人。
（5）请求他人不作为的债权请求权，应当自义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时起算。
（6）国家赔偿的诉讼时效的起算，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
日起算。
（7）可撤销合同受除斥期间的限制；但合同被撤销后，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
从合同被撤销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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