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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F_B8_c36_218371.htm 第一章 行政法概述 基本要求： 

本章涉及行政法基础性的一般问题。 要求对行政法基本概念

、法律渊源和基本原则三个部分有全面的了解。 特别要求注

意理解的内容是：主导行政职能的转变与行政法类型变化的

关系、行政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的区别。 要求能够运

用本章的理论和制度分析判断行政法相关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法的基本概念 行政 行政法 行政法律关系 第二节 

行政法的法律渊源 行政法法律渊源的概念 行政法法律渊源的

种类 第三节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合法行政 合理行政 程序正当 

高效便民 诚实守信 权责统一 第二章 行政组织与公务员 基本

要求： 本章内容是关于行政组织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 要求

对行政组织法和公务员法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意理解

的问题包括：法律授权对行政职能权限的规定性、非政府组

织履行行政职能的性质和地位、公务员法的适用范围不限于

国家行政机关公职人员。 特别要求能够运用行政组织法理论

和制度分析解决行政权限合法性和公务员的行政纪律责任问

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组织法概述 行政组织法的概念 

行政组织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中央国家行政机关 国务院概述

国务院机构的种类 第三节 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地方国家行政机

关的概念 地方国家行政机关的组成和职权 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的派出机关和派出机构 第四节 实施行政职能的非政府组织 法

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 第五节 公务员 公

务员制度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公务员的基本权利义务 对公务员



的基本管理制度 第三章 抽象行政行为 基本要求： 本章内容

是关于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规则和政策的理论和制度。 要求对

行政机关制定发布行政法规、规章、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

命令的基本制度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意理解的问题是

：行政规则和行政政策涉及不特定人的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利害关系人和其他社会群体有权依照法律参与这一行

政决策过程。 特别要求能够运用抽象行政行为的理论和制度

分析解决行政规则和行政政策的制定程序合法性问题和行政

规则、行政政策与上位立法的冲突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抽象行政行为概述 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 行政规则的适用 第二

节 国务院行政法规 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制定权限、制定程序、

监督程序 第三节 规章和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 国务院部

门规章的制定机关、制定权限、制定程序、监督程序 地方政

府规章的制定机关、制定权限、制定程序、监督程序 有普遍

约束力的决定和命令的制定机构、制定权限、制定程序、监

督程序 第四章 具体行政行为概述 基本要求： 本章内容是关

于行政机关就具体事项对特定当事人采取处理措施的一般理

论和制度。 要求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成立和效力、一般

合法要件和若干类型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意理解的问

题是：具体行政行为区别于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具体行政

行为效力的取得和丧失的条件。 特别要求能够运用具体行政

行为的一般理论和制度，分析判断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基

本条件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 具体

行政行为的定义和构成 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 第二节 具体行政

行为的成立和效力 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 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 

具体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和废止 第三节 具体行政行为的一



般合法要件 事实证据确凿 正确适用法律、法规 符合法定程序

不得超越职权 不得滥用职权 第四节 具体行政行为的若干类型

行政监督检查 行政征收 行政征用 行政裁决 第五章 行政许可 

基本要求： 本章内容是关于行政许可的基本制度。 要求对行

政许可的设定、实施、监督和本章提到的其他相关概念和制

度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意理解的问题是：区分普通许

可和特别许可的法律特征、设定行政许可与市场调节、个体

自主、社会自律的关系、普通许可实施程序与特别许可实施

程序的区别、行政许可被授予人的法定公共义务。 特别要求

能够分析解决行政许可授予过程和监督检查过程中的行政行

为合法性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许可概述 行政许可

的概念 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行政许可的设定 行政许

可的设定原则 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限和形式 行政许可的设定程

序 第三节 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 法定行政机关 受委托的行政

机关 行使集中许可权的行政机关 受理与办理行政许可的行政

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第四节 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 申

请与受理程序 审查与决定程序 期限 听证程序 变更与延续程

序 特别程序 第五节 行政许可的费用 禁止收费原则 法定收费

例外 第六节 监督检查 对行政许可机构的监督检查 对被许可

人的监督检查 被许可人的法定义务 对行政许可的撤销和注销 

第六章 行政处罚 基本要求： 本章内容是关于行政处罚的基本

制度和治安行政处罚制度。 要求对行政处罚的设定、实施和

本章提到的其他相关概念和制度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

意理解的问题是：防止行政侵权和制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行政违法行为是行政处罚制度的基本宗旨，行政处罚的设

定、实施机关和处罚程序是行政处罚制度的三个主要制度环



节。 特别要求能够分析解决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性行政处罚职

权的合法性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处罚的概念和原则

行政处罚法的概念 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行政处罚的种

类与设定 行政处罚的种类 行政处罚的设定 第三节 行政处罚

的实施机关、管辖与适用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 行政处罚的管

辖 行政处罚的适用 第四节 行政处罚的程序 行政处罚的决定

程序 行政处罚的执行程序 第五节 治安管理处罚 治安管理处

罚概述 处罚的种类和适用 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和处罚 处罚程

序 执法监督 第七章 行政强制 基本要求： 本章内容是关于行

政强制的基本理论和相关制度。 要求对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

强制执行概念和制度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意理解的问

题是：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类制度的区别和适用

条件。 特别要求能够运用相关原则解决采取强制措施中的程

序合法性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强制措施 行政强制

措施的概念和原则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基本规则 第二节 行政

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和原则 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 行

政强制执行的程序 第八章 行政合同和政府采购 基本要求： 

本章内容是关于行政合同和政府采购的理论和制度。 要求对

行政合同和政府采购的理论和制度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

注意理解的问题是：行政合同和政府采购是引入协商和竞争

机制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行政职能的一种方式，是同时具有民

法和公法因素的综合制度。 特别要求能够分析解决行政公务

承包和货物、服务、工程的招标采购和投诉处理问题。 考试

内容： 第一节 行政合同 行政合同的概念 行政合同的种类 行

政合同的订立和效力 行政合同的履行 第二节 政府采购 政府

采购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政府采购当事人 政府采购方式和程序 



质疑、投诉和监督检查 第九章 行政给付 基本要求： 本章内

容是关于行政给付的理论和制度。 要求对本章所列行政给付

概述和种类的内容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意理解的问题

是：行政给付是政府满足公民社会权和其他公法受益权行政

义务的总和，反映着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活动宗旨，它

是对一类积极行政职能的概括，而不是对行政活动方式的抽

象。 特别要求能够分析解决行政机关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福

利的不作为违法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给付概述 行

政给付的概念 行政给付的法律结构 第二节 行政给付种类 物

质和资金帮助 公用机构的设置和运行 第十章 行政程序 基本

要求： 本章内容是关于行政程序的理论和制度。 要求对行政

程序的理论和制度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意理解的问题

是：行政程序是解决当代行政合法性问题的基本制度之一，

行政公开、公众和利害关系人参与是行政程序的中心制度。 

特别要求能够分析解决行政听证程序合法性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程序概述 行政程序的概念 行政

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 听证制度 信

息公开制度 说明理由制度 行政案卷制度 第十一章 行政应急 

基本要求： 本章内容是关于行政应急的理论和制度。 要求对

行政应急概述和措施两部分内容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

意理解的问题是：行政应急情形导致的法律后果，是平常法

律权利义务的中止和法定应急权利义务的生效。 特别要求能

够分析解决采取行政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 考试内容： 第

一节 行政应急概述 行政应急的概念和原则 行政应急的类型 

第二节 行政应急措施 授益性应急措施 负担性应急措施 限制

性应急措施 第十二章 对行政的监督和权利救济概述 基本要求



： 本章内容是关于对行政的监督和对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两

方面的理论和制度。 要求对行政的监督和权利救济的概述和

对行政监察制度两部分内容有全面的了解。 需要特别注意理

解的问题是：对行政的监督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其

行政法秩序的制度，权利救济是恢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纠正行政侵权的制度。 特别要求能够分析解决对行

政机关和公务员的行政监察措施的合法性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对行政的监督与权利救济的概念和种类 对行政的监督

概念和种类 权利救济的概念和种类 第二节 行政监察 行政监

察的概念和原则 行政监察机关和监察对象 行政监察机关的职

责 行政监察机关的权限 行政监察程序 第十三章 行政复议 基

本要求： 本章内容是关于行政复议的基本制度。 要求对行政

复议的概念和原则及其各个具体制度环节有全面的了解。 需

要特别注意理解的问题是：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依据层级监

督职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裁决制度，具有维护行政法律秩序和

恢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双重功能。 特别要求

能够分析解决行政机关在受理和作出复议决定中的程序合法

性问题。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复议的概念和原则 行政复

议的概念 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行政复议范围 行政复

议的受案范围（行政相关人的合法权益 侵权的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行政规定） 行政复议的排除事项（行

政机关的人事处理 对民事纠纷的处理） 第三节 行政复议参加

人和行政复议机关 行政复议申请人 行政复议被申请人 行政复

议第三人 行政复议机关 第四节 行政复议的申请与受理 行政

复议的申请时间和方式 对行政复议申请的审查和处理 行政复

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复议期间的执行力 



第五节 行政复议的审理、决定和执行 审查方式 举证责任 查

阅材料 证据收集 复议申请的撤回 对行政规定和行政依据争议

的审查和处理 行政复议决定 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 第十四章 

行政诉讼概述 基本要求： 了解行政争议、行政诉讼与行政诉

讼法的概念、特征，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渊源、效力范围以及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理解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

、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

查原则。 熟悉行政争议的特点以及合法性审查原则并能够运

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争议 行

政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行政诉讼与

刑事诉讼的关系 第二节 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的概念 行政

诉讼法的渊源 行政诉讼法的效力范围（空间效力 时间效力 对

人的效力 对事的效力） 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行政诉

讼法与行政实体法 行政诉讼法与行政程序法） 行政诉讼法的

立法目的 第三节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

行政审判权原则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具体行政

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范围 具体

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意义） 当事人的法律地位 平等原则 使

用民族语言文字原则 当事人有权辩论原则 合议、回避、公开

审判和两审终审原则（合议原则 回避原则 公开审判原则 两审

终审原则）人民检察院实行法律监督原则 第十五章 行政诉讼

的受案范围 基本要求： 了解受案范围的概念与确立方式。 理

解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行政诉讼案件类型和不予受理的案件

类型。 熟悉受案范围的确定标准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

一节 概述 受案范围的概念 受案范围的确立方式 受案范围的

确定标准（行为标准 权利标准） 第二节 应予受理的案件 行



政处罚案件 行政强制措施案件 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案

件 行政许可案件 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 抚恤金案件 违法要求

履行义务案件 其他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案件 法律、法规规定

的其他行政案件 侵犯公民公平竞争权案件 国际贸易行政案件 

反倾销行政案件 反补贴行政案件 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案件 第三

节 不予受理的案件 国家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对其工

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 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

具体行政行为 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

授权实施的行为 行政机关的调解行为和仲裁行为 不具有强制

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

理行为 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

的行为 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案件 第十六章 行政诉讼的管辖 

基本要求： 了解行政诉讼管辖的概念、种类以及裁定管辖的

几种情况。 理解行政诉讼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熟悉中级

人民法院的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以及共同管辖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诉讼管辖概述 管辖的概念 管辖的种

类 确定管辖的考虑因素 第二节 级别管辖 基层人民法院的管

辖 中级人民法院的管辖（确认发明专利权案件 海关处理案件 

对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

诉讼的案件 本辖区内的重大、复杂案件） 高级人民法院的管

辖 最高人民法院的管辖 第三节 地域管辖 一般地域管辖 特殊

地域管辖（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 不动产案件）共同

管辖 第四节 裁定管辖 移送管辖 指定管辖 移转管辖 管辖权异

议 第十七章 行政诉讼参加人 基本要求： 了解行政诉讼当事

人和诉讼代表人的概念和诉讼地位、诉讼代理人的概念和种

类。 理解行政诉讼的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共同诉讼人的概



念和确认规则。 熟悉行政诉讼原告的确认规则和行政诉讼被

告的确认规则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概述 行政诉

讼参加人 行政诉讼当事人（概念 诉讼地位） 诉讼代表人 第

二节 行政诉讼的原告 原告的概念 原告的确认（受害人 相邻

权人 公平竞争权人 投资人 合伙组织 股份制企业的内部机构 

非国有企业 企业法定代表人 农村土地使用权人） 原告资格的

转移（转移的条件 自然人原告资格的转移 法人或其他组织原

告资格的转移 转移的程序） 第三节 行政诉讼的被告 被告的

概念 被告的确认（行政复议案件 委托行政 经上级机关批准而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派出机构 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行政机关

的内部机构 不作为案件） 被告资格的转移 第四节 行政诉讼

的第三人 第三人的概念 第三人的确认 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程序

第五节 共同诉讼人 共同诉讼人的概念 必要共同诉讼人 普通

共同诉讼人 集团诉讼 第六节 诉讼代理人 诉讼代理人的概念 

诉讼代理人的种类（法定代理人 指定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第

十八章 行政诉讼程序 基本要求： 了解起诉与受理的概念、行

政诉讼的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的基本步

骤。 理解起诉与受理的条件、行政诉讼审理前的准备、行政

诉讼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与审理。 

熟悉起诉的条件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起诉与受理

起诉的概念 起诉的条件（一般条件 时间条件 程序条件） 受

理的概念 对起诉的审查 审查的结果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第一

审程序 审理前的准备（组成合议庭 交换诉状 处理管辖异议 

审查诉讼文书和调查收集证据 审查其他内容） 庭审程序（庭

审方式 庭审程序 审理期限） 妨害行政诉讼行为的排除（妨害

行政诉讼的行为 排除妨害行政诉讼的强制措施） 案件的移送



和司法建议 第三节 行政诉讼的第二审程序 上诉和上诉的受理

上诉案件的审理（审理方式 审理对象 审理期限） 第四节 行

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提起审判监督程

序的条件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程序） 再审案件的审理（审理

程序 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对再审案件的处理 再审期限） 第

十九章 行政诉讼的特殊制度与规则 基本要求： 了解行政诉讼

证据的概念和种类、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含义、行政案件审

理中各项特殊 制度的含义以及涉外行政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理解行政诉讼法律冲突的适用规则、行政案件审理中各项特

殊制度的具体内容以及涉外行政诉讼的原则与法律适用。 熟

悉行政诉讼证据制度、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规则并能够运用

。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诉讼证据 行政诉讼证据的概念和

种类 举证责任（举证责任的概念 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期限） 

提供证据的要求（书证 物证 视听资料 证人证言 鉴定结论 现

场笔录） 调取和保全证据（行政诉讼证据的调取 证据保全） 

证据的对质辨认和核实（对书证和物证的质证 对视听资料的

质证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问题 对鉴定意见的质证）证据的审

核认定（概念和内容 证据效力大小的判断） 第二节 行政诉讼

的法律适用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含义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规

则（法律、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是行政审判的依据 规章的

参照适用 其他规范性文件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 人民法院对司

法解释的援引） 行政诉讼法律冲突的适用规则（概念适用规

则） WT0规则的适用问题 第三节 行政案件审理中的特殊制

度 撤诉（概念条件 撤诉的法律后果） 缺席判决 财产保全与

先予执行（财产保全 先予执行） 审理程序的延阻（延期审理 

诉讼中止 诉讼终结） 被告在一审期间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的处理 具体行政行为的停止执行问题 合并审理 行政诉讼附带

民事诉讼（概念 条件） 第四节 涉外行政诉讼 涉外行政诉讼

的概念 涉外行政诉讼的特征 涉外行政诉讼的原则（同等原则 

对等原则） 涉外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第二十章 行政案件的裁

判与执行 基本要求： 了解行政诉讼判决、裁定和决定的含义

、适用范围及效力，行政诉讼的执行与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

含义。 理解行政诉讼判决的种类与适用条件，行政诉讼的执

行以及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 熟悉行政诉讼判决的种类及其

适用条件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诉讼的判决、

裁定与决定 行政诉讼判决 行政诉讼第一审判决（维持判决 撤

销判决 履行判决 变更判决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判决 确认判决

） 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改判） 再审判决 行政诉讼裁定（概

念与特征 适用范围及法律效力） 行政诉讼决定（概念 适用范

围及法律效力）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执行与非诉行政案件的执

行 行政诉讼的执行 执行主体 执行根据 执行措施（对行政机

关的执行措施 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执行措施） 执行

程序 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 非诉行政案件执行的适用范围 非诉

行政案件的执行程序 第二十一章 国家赔偿概述 基本要求： 

了解国家赔偿、国家赔偿责任、国家赔偿法的概念与特征。 

理解国家赔偿与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 熟悉国家赔偿责任的

构成要件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国家赔偿责任 国

家赔偿责任的概念 国家赔偿责任的特征 国家赔偿与国家补偿 

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 国家赔偿与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 第二

节 国家赔偿法 国家赔偿法的概念 国家赔偿法的作用 第三节 

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国家赔偿责任的主体要件（主体要

件的概念和特征 侵权主体的种类） 行为要件（界定执行职务



行为的标准 执行职务行为的分类） 损害结果要件（损害的范

围 损害的对象 因果关系） 法律要件 第二十二章 行政赔偿 基

本要求： 了解行政赔偿、行政赔偿范围、行政赔偿请求人、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行政赔偿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理解行政

赔偿的归责原则、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确认规则。 熟悉行政

赔偿的范围与程序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行政赔偿

概述 行政赔偿的概念 行政赔偿的特征（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 

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 行政赔偿与司法赔偿） 行政赔偿的归责

原则（违法归责原则） 第二节 行政赔偿范围 侵犯人身权的行

为（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行为 侵犯生命健康权的行为） 侵犯财

产权的行为（侵犯财产权的行政处罚 侵犯财产权的行政强制

措施 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 其他侵犯财产权的违法行为）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第三节 行政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

务机关 行政赔偿请求人（概念和特征 范围） 行政赔偿义务机

关（概述 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确认） 第四节 行政赔偿程序 

行政赔偿程序的概念 单独提出赔偿请求的程序（含义 行政赔

偿义务机关的先行处理程序 对行政事实行为单独提出赔偿请

求的程序问题） 一并提出赔偿请求的程序（行政复议程序 行

政赔偿诉讼程序） 行政追偿（概念和条件 程序） 第二十三章

司法赔偿 基本要求： 了解司法赔偿、司法赔偿范围、司法赔

偿请求人、司法赔偿义务机关、司法赔偿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 理解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司法赔偿义务机关的确认规则

。 熟悉司法赔偿的范围与程序并能够运用。 考试内容： 第一

节 司法赔偿概述 司法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司法赔偿的归责原则

第二节 司法赔偿范围 司法赔偿范围概述（含义 确定标准） 

刑事司法赔偿的范围（侵犯人身权的刑事司法赔偿 侵犯财产



权的刑事司法赔偿） 民事、行政司法赔偿范围（违法采取排

除妨害诉讼强制措施的赔偿 违法采取保全措施的赔偿 错误执

行判决、裁定和其他生效法律文书的赔偿 司法工作人员侵权

的赔偿）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第三节 司法赔偿请求人

和赔偿义务机关 司法赔偿请求人（概念和特征 确认） 司法赔

偿义务机关（概念和特征 确认） 第四节 司法赔偿程序 司法

赔偿程序的概念 司法赔偿确认程序（一般确认程序 人民检察

院的司法赔偿确认程序 人民法院的司法赔偿确认程序） 司法

赔偿处理程序（含义 步骤） 司法赔偿复议程序（含义 步骤）

司法赔偿决定程序（含义 步骤） 司法追偿程序（范围 程序）

第二十四章 国家赔偿方式、标准和费用 基本要求： 了解国家

赔偿的方式和国家赔偿费用的来源、支付和管理。 理解国家

赔偿的几种方式的含义。 熟悉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并能够运

用。 考试内容： 第一节 国家赔偿的方式 国家赔偿的方式 金

钱赔偿 返还财产 恢复原状 国家赔偿的其他方式 第二节 国家

赔偿的计算标准 人身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人身自由权损

害赔偿的计算标准 生命健康权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 财产权

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 第三节 国家赔偿费用 国家赔偿费用的来

源 国家赔偿费用的支付与管理 附录：法律法规目录 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务员法 （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2005年4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35号公布 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 （2007年2月24日国务院令第486号

公布 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00

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0年3

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1号公布 自2000年7月1日起



施行） 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00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

第321号公布 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200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第322号公布 自2002年1月1日起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003年8月27日第十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03年8月27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号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8号公布 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1996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3

号公布 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 （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2005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8

号公布 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 

（1997年5月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通过 1997年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5号公

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 

（2004年9月17日国务院令第419号公布 自2004年10月1日起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1999年4月29日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1999年4月29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l6号公布 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信

访条例 （2005年1月10日国务院令第431号公布 自2005年5月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1986年4月12日第

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 2006年6



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2号公布 自2006年9月1日起

施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2003年5月9日国务院令

第376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2007年2月24日国务院令第487号公布 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

） 残疾人就业条例 （2007年2月25日国务院令第488号公布 

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1989

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9年4

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l6号公布 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

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088次会议通过 2000年3月8日公布 自2000年3月10日起施行

） 法释[2000]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 （2002年6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24次会议

通过 2002年7月24日公布 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法

释[2002]2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 （2002年8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39

次会议通过 2002年8月27日公布 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法

释[2002]2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2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242次会议通过 2002年11月21日公布 自2003年1月1日起施

行） 法释[2002]3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2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1242次会议通过 2002年11月21日公布 自2003年1月1

日起施行） 法释[2002]3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

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法[2004]9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1994年5月12日第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4年5

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 自1995年1月1日起

施行） 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 （1995年1月25日国务院令

第l71号发布 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 法发[1996]14号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民法院国家赔偿确认案件若干问题的

规定（试行） （2004年5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1315次会议通过 2004年8月10日发布） 法释[2004]10号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几个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11次会议讨论

通过 1996年5月6日发布） 法发[1996]15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行政诉讼中司法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9月l4日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30次会议通过 2000年9月16日公

布 自2000年9月21日起施行） 法释[2000]27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1997年4月29日发布）

法发[1997]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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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