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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 25. 某单位会计甲在审查业务员乙交来的一张购买原材

料的发票时，发现该发票在产品及规格等栏目中所填内容与

实际采购情况有较大差异。甲乙二人到仓库进行核对后，由

乙在发票上进行更正并写了书面说明，甲将这张发票和乙的

书面说明一起作为原始凭证入账。下列关于此事的说法哪一

个是错误的。 A. 甲应将发票连同乙的书面说明交单位负责人

审查签字后才能入账 B. 甲有权拒绝接受这张发票，并向单位

负责人报告 C. 乙无权对原始凭证记载的内容加以更改 D. 乙

应将这张发票拿回出票单位要求重开或更正 本题考点：本题

考查会计法规定的关于会计核算的知识。 根据《会计法》第

14 条规定，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机构、

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

行审核，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有权不予接受，并向

单位负责人报告（故选项 B 为正确说法）。对记载不准确、

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

度的规定更正、补充。原始凭证记载的各项内容均不得涂改

（故选项 C 为正确说法）；原始凭证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

单位重开或者更正，更正处应当加盖出具单位印章。原始凭

证金额有错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始凭证上

更正。故选项 D 为正确说法，而选项 A 说法错误。 答案： A

26. 对于已经办理审批手续但未使用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的

处理，下列表述哪一项是正确的？ A. 审批后 1 年内不用的，



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 B. 审批后 1 

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个人

恢复耕种 C. 审批后连续 2 年未使用的，或者间断使用，累计

闲置达 3 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

地使用权 D. 依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

土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该集体恢复耕种 本题

考点：本题考查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关于耕地保护的知识。 根

据《土地管理法》第 37 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

荒芜耕地。对于已经办理审批手续但未使用的非农业建设占

用耕地的，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1 ） 1 年内不用而又可

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

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 2 ） 1 年以上未动

工建设的，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

；（ 3 ）连续 2 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 4 ）该幅土

地原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

耕种。 本题中选项 A 的错误在于，对于审批后 1 年内不用的

耕地，处理方法是如果可以耕种并收获的，应当恢复耕种，

而不是缴纳闲置费。选项 B 的错误在于，对于审批后 1 年以

上没有动工建设的耕地，处理方法是缴纳闲置费，而不是恢

复耕种。选项 C 的错误在于，法律并没有耕地间断使用累计

闲置达 3 年，就可以收回的规定。 对本题的争议是选项 D ，

有考生认为该选项表述也是错误的，理由是只有闲置两年以

上的，经过原批准机关批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才能无偿收

回，并不是所有已经办理审批手续但未使用的非农业建设占

用耕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就可自行决定、无偿收回用地单



位的土地使用权。笔者认为，持有上述意见的考生没有理解

D 项的题意。 D 项原意已明确：“依法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无偿收回使用权的土地”，其所依据的法律规定当然包括 2 

年没有使用的此类耕地。只要符合法律规定回收的情形，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回收耕地原来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而不属于其他所有，就应当交回原集体耕种。所以该选项应

是正确表述。 参考答案： D 27. 下列有关环境质量标准的说

法哪一个是正确的？ A. 环境质量标准包括国家环境标准和各

级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环境标准 B. 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已

作规定的项目，不得制定地方标准 C. 凡是向已有地方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区域排污的，应当执行该地方标准 D. 地方污染物

排放标准必须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本题考点

：本题考查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关于环境监督管理的知识。 根

据《环境保护法》第 9 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

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标

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本题中选项 A 

的错误在于，环境质量标准只有两层标准，一个是国家标准

，一个是省、自治区、直辖市标准，而不是各级地方政府任

意制定标准。 根据《环境保护法》第 10 条第 2 款规定，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

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

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须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本题中选项 B 的错误在于，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已作

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前提条件是标准必须严于



国家标准。选项 D 的错误在于，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须报国

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而不是“批准”。 提示

考生：“备案”这一词相当关键，往往是考试的重点，考生

在阅读记忆法律条文的时候应当着重注意。选项 C 所述是符

合法条原文规定，是正确说法。 参考答案： C 28. 王某的日

工资为 80 元。 2004 年 5 月 1 日至 7 日，根据政府规定放假 7 

天，其中 3 天属于法定假日， 4 天属于前后两周的周末公休

日。公司安排王某在这 7 天加班。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公司

除应向王某支付每日 80 元的工资外，还应当向王某支付多少

加班费？ A. 560 元 B. 800 元 C. 1120 元 D. 1360 元 本题考点：

本题考查劳动法规定的关于工资报酬的知识。 根据劳动法第

44 条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 200 ％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

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 300 ％的工资报酬。本题中，王某 4

天休息日应得报酬为 80 元× 200 ％× 4 天＝ 640 元， 3 天法

定假日应得报酬为 80 元× 300 ％× 3 天＝ 720 元， 7 天共得

报酬为 640 元＋ 720 元＝ 1360 元。本题给出的参考答案是 B 

，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答案应当是选项 D 。 参考答案： D

29. 八角岛是位于乙国近海的本属于甲国的岛屿。 40 年前甲

国内战时，乙国乘机强占该岛，并将岛上的甲国居民全部驱

逐。随后乙国在国内立法中将该岛纳入乙国版图。甲国至今

一直主张对该岛的主权，不断抗议乙国的占领行为并要求乙

国撤出该岛，但并未采取武力收复该岛的行动。如果这种实

际状态持续下去，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则，下列判断哪一项

是正确的。 A. 根据实际统治原则，该岛在乙国占领 50 年后

，其主权就归属乙国 B. 根据时效原则，该岛在乙国占领 50 年



后，其主权将归属乙国 C. 根据实际统治和共管原则，乙国占

领该岛 50 年后，该岛屿主权属于甲乙国共有 D. 根据领土主

权原则，即使乙国占领该岛 50 年后，该岛屿主权仍然属于甲

国 本题考点：本题考查国际法关于领土取得的知识。 在传统

国际法上，领土的取得方式包括先占、时效、添附、征服、

割让五种。先占是国家有意识地取得不在其他任何国家主权

下土地的主权的行为。先占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先占的

对象必须是无主地，也就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或者被

原属国家明确抛弃。二是先占应为“有效占领”，国家应该

具有取得该无主地主权的意思，并要公开地表现出来，国家

须对该地采取实际的控制。现在世界上已经基本不存在先占

的对象，因而，先占在今天的最大作用是被用来解决某些历

史遗留问题。传统国际法借用了民法中的时效概念，国际法

上的时效是指由于国家公开地、不受干扰地、长期持续地占

有他国领土，从而获得该领土的主权。但由于这里的时效不

问该占领本身是否非法，加上关于取得时效的期限未能确定

这两个问题，时效的适用历来争议很大，现在基本没有普遍

适用意义。本题中选项 A 、 B 、 C 均以 50 年的时效来讨论岛

屿的归属，显然是荒谬的看法，因此这三个判断均是错误的

。添附是指由于自然形成或人造的新土地出现而使得国家领

土增加，包括河口三角洲、涨滩等自然添附，也包括围海造

田等人工添附。人工添附不能损害他国的利益。添附历来被

认为是国际法上一项合法获取领土的方式。征服也称兼并，

是指一国直接以武力占有他国领土的全部或一部，并将其纳

入自己的版图从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征服不缔结条约，但

有效征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征服国有兼并战败国领土



的意思表示，二是战败国放弃收复失地的企图，或者战败国

及其盟国表示屈服并放弃一切抵抗。征服是以战争的合法性

为基础的，已经被现代国际法所抛弃。本题中乙国强行占领

甲国岛屿，但甲国至今一直主张对该岛的主权，不断抗议乙

国的占领行为并要求乙国撤出该岛，因此，乙国并没有取得

该岛屿的主权，加之前述也提及的时效问题，根据领土主权

原则，即使乙国占领该岛 50 年后，该岛屿主权仍然属于甲国

。故选项 D 为正确说法。割让是一国根据条约将部分领土转

移给另一国。割让分为强制割让和非强制割让，其中，强制

割让是一国通过武力以签订条约方式迫使他国进行领土割让

，通常是战争或战争胁迫的结果，随着战争在现代国际法中

被废止而失去其合法性。非强制割让是国家自愿地通过条约

将部分领土转移给他国，包括买卖、赠与和交换等，非强制

割让仍然是合法有效的。 提示考生：从历年国际法所考知识

点来看，国际法方面的命题集中在基本知识点和与我国有关

的一些制度上。因此，下列知识点应该是国家司法考试的重

点：国际法主体的类型、国家的类型与权利、国家边界、承

认和继承、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引渡和庇护、海洋法中的领

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关于危害民用航空

安全的国际公约、条约的缔结、外交和领事关系中最基本的

制度、联合国、国际法院等等。考生对上述知识点应引起足

够重视。 参考答案： D 30. 甲国警察布某，因婚姻破裂而绝

望，某日持枪向路人射击。甲国警方迅速赶到事发现场，采

取措施控制事态并围捕布某。布某因拒捕被击毙。但布某的

疯狂射击造成数人死亡，其中包括乙国驻甲国参赞科某。根

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则，就该参赞的死亡，下列判断哪一项是



正确的？ A. 甲国国家应承担直接责任 B. 甲国国家应承担间接

责任 C. 甲国国家应承担连带责任 D. 甲国国家没有法律责任 

本题考点：本题考查国际法关于国际责任的知识。 国际责任

主要是国家因违反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国际不当行为所引

起的法律后果。国际责任的归责原则一般有过错责任和无过

错责任两种，现代国际法倾向于引进和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

。国际不当行为是指国家违反国际法义务的行为，该行为必

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引起国家责任的行为必须根据国际法

能够归因于国家，包括：（ 1 ）国家机关的行为；（ 2 ）经

授权行使政府权力的其他实体的行为；（ 3 ）实际上代表国

家行事的人的行为；（ 4 ）别国或国际组织交与一国支配的

机关的行为；（ 5 ）上述可归因于国家行为的国家机关和国

家授权人员的行为，一般也包括他们以此种资格执行职务内

事项时的越权或不法行为；（ 6 ）叛乱运动机关的行为；（ 7

）一个行为可以归因于几个国家时，相关国家对于其各自相

关的行为承担单独或共同的责任。以上是被国际法认为是可

以归因于国家的行为。（ 8 ）对于某些特定人员，其中最典

型的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及外交使节，由于其

在对外交往中的特殊地位及享有的在外国的特权与豁免，对

于他们在国外私人身份的不法行为，除非特别说明，国家一

般也承担相关的责任。（ 9 ）一般私人或私人团体本身对外

国或外国人的不法侵害不引起国家责任，但是该行为如果是

由于国家的失职造成、或者国家对该行为进行纵容，则可能

引起国家对本身失职或放纵行为的责任，这也称为间接责任

。但是，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行为不是国家行为，国家不

承担责任。国际不当行为须具备的第二个条件是该行为违背



了国际义务。本题中甲国警察布某疯狂射击造成乙国驻甲国

参赞科某死亡，但因其行为纯粹属于个人行为，而不是代表

国家行事，国家对其行为既未失职也未纵容，因此，国家不

承担责任。 参考答案： D 31. 月球主人公司是甲国人汤姆在

甲国注册的公司，专门从事出售月球土地的生意。该公司把

月球分为若干部分供购买者选购，并称通过与该公司订“月

球契约”，买方就拥有了其购买的月球特定部分的所有权。

对此，根据外层空间法的有关规则，下列判断哪一项是正确

的？ A. 该类契约规定的所有权，必须得到甲国国家的特别批

准方能在国际法上成立 B. 该类契约可以构成甲国国家对月球

相关部分主张主权的证据 C. 即使该类契约受甲国国内法的保

护，该所有权在国际法上也不能成立 D. 该类契约必须在联合

国外空委员会登记，以确立购买者在国际法上的所有权 本题

考点：本题考查国际法关于外空活动原则的知识。 外层空间

法律规则和制度，是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人类活动进入外空

而产生并迅速发展的。外层空间法的主要法律渊源是国际条

约，在苏联 1957 年发射人类第一颗卫星后，国际社会很快达

成了一系列的规范国家在外空活动的条约，包括 1967 年《关

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

的原则条约》（《外空条约》）、 1968 年《营救宇宙航行员

、送还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实体的协定》（

《营救协定》）等，它们奠定了外层空间法的基础，以其为

核心形成了外层空间法律体系。根据《外空条约》的规定，

国家从事外空活动应遵循九项基本原则，涉及本题的有以下

几个原则：（ 1 ）共同利益原则，任何国家对外层空间，包

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探索、利用和开发，都必须是为全体人



类谋取福利和利益。该原则包括不得损害其他国家的权利和

利益，也包括不得仅为自己片面私利利用空间。（ 2 ）不得

据为己有原则，任何国家不得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的

方法，或采取其他任何措施，将外空据为己有。这项原则包

括外空不得被任何国家占有，也包括不许任何自然人或团体

占有。（ 3 ）自由探索和利用原则，外层空间对全人类开放

，所有国家不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水平如何，都有权在平等

不受任何歧视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自由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 本题中甲国人汤姆注册公司专门从事出售月球土地的生意

，是出于自己的私利，实施意图占有月球的行为，违反了共

同利益原则，同时违反了不得据为己有原则。选项 A 、 B 、

D 都没有考虑到上述三个原则，因此是错误判断。 参考答案

： C 32. 甲国公民詹某在乙国合法拥有一幢房屋。乙国某公司

欲租用该房屋，被詹某拒绝。该公司遂强行占用该房屋，并

将詹某打伤。根据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则，下列救济方式哪一

项是正确的？ A. 詹某应向乙国提出外交保护请求 B. 詹某可以

将此事件诉诸乙国行政及司法当局 C. 詹某应向甲国驻在乙国

的外交团提出外交保护的请求 D. 甲国可以立即行使外交保护

权 本题考点：本题考查国际法关于外交保护的知识。 外交保

护是指一国国民在外国受到不法侵害，其依据该外国法律程

序得不到救济时，其国籍国可以通过外交方式要求该外国进

行救济或承担责任，以保护其国民或国家的权益。但国家行

使外交保护权一般应符合三个条件：（ 1 ）一国国民权利受

到侵害时由于所在国的国家不当行为所致，也就是说，该侵

害行为可以引起国家责任。如果损害仅仅涉及外国私人的行

为，所在国家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责任，则不得行使外交



保护。（ 2 ）受害人自受害行为发生起到外交保护结束的期

间内，必须持续拥有保护国国籍。这称为“国籍继续原则”

。（ 3 ）在提出外交保护之前，受害人必须用尽当地法律规

定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救济方法，包括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

在这些手段用尽之后仍未得到合理救济时，才可以提出外交

保护，这就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本题中甲国公民詹某

在乙国被该国某公司强占房屋并被打伤，其首先选择的救济

方式是依据乙国法律向乙国提出司法请求，以保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只有在当地用尽各种手段之后仍未得到合理救济时

，才能向甲国提出外交保护请求。因此，本题中只有选项 B 

为正确的救济方式。 参考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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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