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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8/2021_2022__E8_A1_8C_

E6_94_BF_E6_B3_95_E5_c36_458729.htm 今年的行政法试题各

项题型分值如下：单项选择题12分，多项选择题22分，不定

项选择题6分，论述题25分，总计65分。较之最近几年的行政

法试题而言，今年的偏题、难题、争议题相对较少，从宏观

上看体现出平稳与务实的总体特点。 首先，平稳方面沿袭了

行政法的一贯重点。比如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原告资格、

证据规则、判决类型与管辖制度，行政许可法的基本概念、

许可权的撤销、规范性文件对于行政许可的设定规则、行政

许可的听证程序，行政处罚法的种类、设定，国家赔偿法的

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义务机关与赔偿方式等等，都是

属于常规性考点。但常规性考点并不代表在应试上也具有一

般的规律可循或难度有所下降，相反，行政法的难题基本上

出在上述考点之中可见越是重要的考点，越是由于其本身具

有极强的理论性或对策研究的需要而成为考查重点。 其次，

今年的命题避免了争议性的考题与生僻的考点。考查的都是

在学术界和实务界比较成熟的原则，没有出现太多答案具有

不确定性或较大争议的题目，同时，像前两年考查若干生僻

的法律条文的情况也大为减少，体现在公务员法(第85题)，

行政监察法(第88题)等考试的“小法”命题比较谨慎与平稳

，考查的是诸如公务员的任职回避、监察机关的权限、程序

等重点问题，没有超出中等以上考生的复习范围与考试预期

。 再次，题目设计相当务实，体现在很多选择题都是根据实

际案件改编而来，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比如土地拆迁与



补偿(第40题、第80题)，治安管理处罚行为中的证据与程序(

第47题、第84题)，房屋登记中的信赖利益与公共职权(第87

题)等等，都是当前社会生活与行政法治建设中的热点与难点

问题，也是法律制定与修改中关注的问题。 最后，政策背景

浓厚。论述题(试卷四第7题)再一次涉及信赖利益保护与公共

利益维护之间的冲突与平衡问题，看似与2006年的题目雷同

，但仍然具有新的现实意义：一是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

对于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法律要求，同时公共利益由谁来界

定，如何界定，也由于这部法律的出台而变得更加关键.二

是2007年中央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法治建设要

服务大局，要体现执法为民，也为这一道题目提供了更关键

的政策背景与时代气息.而一系列备受关注的社会个案与热点

事件，比如重庆钉子户事件，也促使考生，即未来的法律执

业者要更深入地思考如何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良

性的平衡，所以，从论述题来看，行政法的设计也充分体现

出务实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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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