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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2021_2022__E6_9C_80_E

6_96_B0_E5_85_AC_E5_c25_21408.htm 三、判断题(正确的在

题后括号内划“√”，错误的划“×”。每题0．5分，共10

分。) 1．从领导活动的历史发展来看，激励与凝聚的地位和

作用越来越弱。 ( ) 2．领导艺术与领导方法有联系又有区别

，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 3．社会历史是有规律的，所以历

史事件是可以重复出现的。 ( ) 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国家应该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实行以间接手段为主

的 宏观调控，不能采取强制性的命令、指示、规定等行政手

段。 ( ) 5．民主政治必然是也必须是法治政治。民主是法治

的政治基础。 ( ) 6．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法律就是指对全体公

民都有效的法律。 ( ) 7．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起源于英国。 ( )

8．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 ( ) 9．在我国，公民最

基本的权利是平等权。 ( ) 10．主送机关必须是受文机关中级

别层次高的机关，抄送机关则必须是其中级别层次低的机关

。 ( ) 11．对国家公务员授予荣誉称号，须经国务院人事部门

审核同意。（） 12．根据受奖公务员的管理权限，只能对自

己管辖范围内的公务员予以审批，根据公务员受奖种类，越

是高层次的奖励种类，要求审批机关的层次越高。（） 13．

政府作为法律规范制定者，既是市场经济的推进者，也是进

一步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立足点。（） 14．在我国宋朝

，科学家沈括认为地球是一个圆球，“天体圆如弹丸，地如

鸡中黄⋯⋯天之包地犹如壳之裹黄”，提出了“浑天说”。

（） 15．保护人权，首先就要保护生存权和发展权。当前我



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因此与发展相比，生态

环境保护的紧迫性还远远没有表现出来。（） 16．基础理论

研究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

步。（） 17．根据巴黎公约规定，专利保护实行地域原则和

国际联合保护原则。（） 18．“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由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来。 （）

19．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 20．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不能

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 四、案例分析题(每小

题10分，共10分。) 吴某、胡某、何某是一个教研室的教师。

吴、胡二人合写一本《民主思想史》的教材。共6章，两人约

定每人写3章，各章独立构成一个专题。两人经过半年时间写

完。何某帮忙进行校对，发现吴某的某些观点和自己曾经在

《社会发展论》中阐述的观点一致，只是论证角度不同而已

。何某又帮助联系了出版社。出书之后，吴、胡二人发现，

书封页上作者署名为吴、胡、何三人。吴某认为何某没有参

加创作，不是作者，不能以作者身份署名。何某则认为吴某

在书中论证的观点很多都和自己的观点一致，况且自己也为

出书做了大量工作，有权以作者身份署名。争论尚未有结果

，胡某将自己写的三章另书发表，吴某知道后认为胡某侵犯

了他的著作权，即将何某和胡某告上法院。 问：(1)《民主思

想史》一书的作者是谁? (2)何某能以“吴某和自己观点一致

”为由以作者身份署名吗?何某能以“为《民主思想史》一书

校对和联系出版社”为由以作者身份署名吗? (3)胡某是否侵

犯了吴某的著作权? 五、公文写作题(本题10分。) A市B区人

民政府拟在2002年12月份举办招商洽谈会，特邀请C省D市参



加。请以A市B区人民政府的名义起草一份公函文稿。 六、综

合分析题(本题20分。) 1．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阐述的坚

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应如何落到实处? 2．贯彻“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什么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 D2.C 3.B 4.C 5.C 6.D 7.A 8.C 9.A

10.A 11.D 12.D 13.D 14.A 15.D 16.A 17.A 18.C 19.C 20.D 21.B

22.C 23.D 24.A 25.A 二、多项选择题 1.AB 2.AC 3.AB 4.ABC

5.ABC 6.ABCD 7.ABCD 8.ABCD 9.ABCD 10.CD 11.AC 12.ABD

13.BCE 14.ABCD 15.AC 16.ABCD 17.ABD 18.ABC 19.ABCDE

20.ABCDE 三、判断题 正确的有：2，5，8，12，12,16,19,20。

四、案例分析题 【答案要点】 (1)作者是吴某、胡某。 (2)何

某不能用上述两个理由以作者身份署名。 (3)胡某没有侵犯吴

某著作权。 著作权的客体是作品，其根本性质在于它是思想

及情感的表现物，而不是思想和情感本身，因此何某认为“

吴某和自己观点一致，自己也是著作权人”的想法是错误的

。根据《著作权法》之规定：创作作品的人是作者。而创作

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为他人创

作进行组织工作，提供咨询意见、物质条件或者其他辅助活

动的，均不能视为创作。本案何某的校对和联系出版社的工

作均属于对创作的辅助工作，因此何某不是作者，不能以作

者身份署名，但其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劳动，可获得相应的报

酬。该书作者只能是参加创作的吴某和胡某。 吴、胡二人按

照约定共同创作，该作品是合著作品。合著作品的著作权一

般由全体合著人共同享有，未经其他合著人同意，某个合著

人不能随意行使著作权。但也有特殊情况存在，《民通意见

》第135条规定：“合著作品⋯⋯，其中各组成部分可以分别



独立存在的，各组成部分的著作权(版权)由各组成部分的作

者分别享有。”因此各部分作者对合著作品中独立存在的作

品可以依法处分，不受其他著作权人同意与否的限制，本案

即适用此种情况。 吴、胡二人所写各章各成专题，独立存在

，完全可以分离开来，故吴、胡二人均可对自己所著部分行

使著作权，包括署名、发表、修改、保持作品完整使用并获

得报酬的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