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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6_B3_95_E7_c36_482992.htm 一、行政法命题的几

个主要特点行政法的过关经验 （一）从考查内容上分析，表

现为有限分值的相对分散化。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讲，行政

法是一个关键的第二梯队学科。 近几年来，行政法占整个司

法考试考分的比值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的。 最多的时候是2003

年，占到了12％，最少的是2004年，仅占约8％，总的来说是

接近10％左右。也就是说，行政法在分值上和民法、刑法两

个第一梯队学科比起来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属于第二梯队学

科。这是由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相对落后和不完整所决定的

，我国当前的行政法体系只建立了大约一半左右，而司法考

试又以考查实定法的规定为主，不可能太多地脱离实定法去

考纯粹的理论，这就造成了行政法的考分不多，这种情况在

近几年内很难得到改变。但行政法目前作为一个第二梯队学

科，却在司法考试中扮演者一个关键的角色，有如足球比赛

中的一名防守型边后卫，搞得不好就会经常被对方从这个位

置上突破。尽管它的位置算不上显要，但由于其考查难度很

大，得分率较低，使它经常成为司考这个“木桶”上最短的

一块木板，导致了考生的失败。因此，对于行政法的备考和

复习值得考生们十二分的注意，把它摆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

置。2005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客观题仍为40分，其中单

选题12题、多选题11分、任选题3分。但是，2005年在试卷四

安排了一个行政法案例分析题（10分）。就难度而言，2005

年较2004年有所下降，但仍比2003年难。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仍是司考失分的重灾区之一。 其次，从中观层面来讲，行

政法各部分的分值分布逐渐均衡。 在以前，行政法中各个部

分的考分分布极其不均衡。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两个部

分的分值加起来几乎就要占到全部考分的2/3，基础理论和各

种行为法所占的分值十分有限。但随着其他行政法制度的不

断建立和完善，以及司法考试对理论考查的日益重视，其他

部分的分值近年来逐步增加。比如，行政法导论、行政主体

、行政行为理论三个部分的知识构成了行政法的主要理论知

识，但2002年之前考得很少，基本上不超过3分。从2002年律

考改为司考开始，这部分的分值上升到了6分以上，增长了1

倍以上，2003年由于考了论述题更是增加到了罕见的17分，

占1/3强。各种行政行为法的分值也在上升，以前基本上是5

分以下，现在增加到5－10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以往

比较罕见的行政行为，诸如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调解

、行政应急等开始在试题中出现，有的甚至多次出现，2004

年这些行政行为就考了大约5分左右。相应地，诉讼法与复议

法的分值下降了许多，2000年占2/3，2002年仍然过半，2003

年降到40％多，2004年只剩下了1/3。这个特点提醒考生们复

习时用时、用力也要相应均衡分配，从“重点论”逐步转向

“多点论”。 具体到行政法的知识点分布，行政法与行政诉

讼法主要包括行政组织法（含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行

政行为法（含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政府采购法）和行

政救济法（含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三大

部分。历来，行政诉讼法占了半壁江山，行政组织法方面1

～2道，行政处罚法方面1道。这在2005年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是其他部分则每年变数较大。在2004年对行政复议法的



考查特少，而2005年对行政复议法的考查有了较大提高，但

对国家赔偿法的考查下降了，只是在个别题目个别选项中涉

及。 再次，从微观层面来讲，各个考点之间的分值分布有所

分散。 行政法大约有20个大的知识点是经常考查的，其中基

本理论与行为法有6个，行政诉讼与复议法有10个，国家赔偿

法有4个。在2000年到2003年，这20个知识点所占的考分比例

极大，约在85％左右，而复议和诉讼部分的分值又尤为集中

，这种考点集中的情况在所有部门法中是很罕见的。但2004

年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20个考点的分值在这一年下降到

了75％左右，少了10个百分点。同时，这75％在20个重要考

点之间的分布也更加均匀，尤其是基础理论和行为法部分越

来越得到命题者的垂青。这一方面要求我们以后对这些重要

考点的掌握要更加全面，不能有所偏废；另一方面还要求我

们对这20个重要考点之外的占25％考分的其它知识给予更多

的关注。对行政诉讼法的考查方面，2005年特别重视对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地域管辖、原告资格、起诉期限等知识点的

考查，而且是通过多道题目从不同角度重复考查。另一方面

，2005年还继承了2002年以来对行政诉讼证据的重点考查。 

对行政许可法的考查，2005年是第二次，而且考查的力度也

进一步加大，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不仅要求考生熟悉行

政许可法的规定，同时要求一定的运用能力。但总体难度不

大，却考查得特别细，比如试卷二第40题关于行政许可期限

延长、“受理在先”原则，第46题关于许可审查人数要求、

行政许可证件颁发、行政许可的空间效力，第49条行政许可

收费的依据，第86条关于行政许可法适用范围、禁止申请许

可期限。 《公务员法》《信访条例》《治安管理处罚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的出台使得2006年司考的行政法部分知识点

更加庞杂、分散，给考生带来很大的复习困难。对行政法的

复习，要形成知识体系，从整体上把握，同时注意细节的复

习，以应对如05年那样对行政许可法的细微考查。 （二）从

考查方式上分析，表现为考查对象的日益复合化。 复合是相

对于单一来说的，单一考查就是一道题目考查单一知识点、

单一法条，复合考查就是一道题目考查多个法条、多个知识

点甚至多个学科的知识。具体而言，命题的复合化按照其复

合程度的高低可以分为多法条考查、多知识点考查和跨学科

考查三种。目前总的趋势是两个：一是单一题型的绝对数量

在减少，2000年及以前它所占的比例至少也有一半，2002年

开始就再也没有超过1/3了；二是复合题型中跨学科考查的分

值在增加，以前只是小打小闹，偶尔在选择题中考一下

，2003年开始有了论述题以后，它成为了行政法跨学科考查

的最好舞台。我们可以具体地谈一下： 首先，是多法条的考

查。 多法条考查指的是一道题目考查的是一个部分的知识点

，但却涉及多个法条，这在行政诉讼证据的选择题中表现得

十分明显，很多时候一个选项就涉及一个法条。这种题目最

近3年来都有10分左右，一个法条没有掌握，其它的法条掌握

了也不能得分。针对这种命题特点，我们认为在复习中应当

采用“结网打鱼”的方法来应对它。也就是说，我们在复习

的时候一个法条一个法条地去掌握几乎无法应对这种考试。

好的方法应当将多个法条根据其内在联系统一在一个大的知

识点之内，通过整体掌握这个大的知识点就把所有相关的法

条都解决了。只有织成一张“网”才能捕得到“鱼”，但是

“网”又不能织得太密，否则考生们的时间精力不够，这就



要求我们先扩大范围、裁剪成一个大小合适的知识点作为框

架，然后去粗取精，剔除次要法条，做到“天网恢恢、疏而

不漏”。 其次，是多知识点的考查。 多知识点考查是指一道

题目只考查一个学科的内容，但却考查了这个学科中不同部

分的知识点。行政法中最为常见的就是复议、诉讼、赔偿三

大部分的知识点相互杂糅在一起来考，诉讼法与各种行政行

为之间的复合也比较常见。这种题型在2000年以来开始频繁

出现，每年的分值都在10分以上，它的难度比多法条的考查

更大。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考生可以通过“顺藤摸瓜”

的方式来掌握，这个“藤”就是行政诉讼，因为绝大部分情

况下都是其他知识点与行政诉讼的复合考查。按照行政诉讼

法的基本知识体系逐步展开，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个的“瓜

”，也就是一个个跟行政诉讼复合的知识点，比如从最开始

的受案范围，就要结合复议范围、复议和诉讼的关系；从诉

讼管辖就要想到复议管辖，就是复议机关；从原告就要想到

复议申请人；从被告想到被申请人；从证据想到行政处罚笔

录；从判决类型想到复议决定类型；从其中的赔偿判决想到

行政赔偿诉讼，等等。 最后，是跨学科的考查。 跨学科考查

就是一道题目考查多个学科的知识，主要是论述题。2003年

是行政法与法理综合起来考，占了约15分，2004年是与民法

、刑法等放在一起考，占了约5－10分，跨学科考查将是以后

命题的趋势，几乎每年都会有，而且命题人选材的随意性越

来越大，很难加以预判。这就要求我们在解题方法上找出路

，要学会“庖丁解牛”。看到一个题目先按照部门法检索，

分为不同部门法的知识，在每一个部门法之内再按知识点检

索，用不同知识点应答，要谨慎、有序地分解，切忌盲目猜



测，否则失分很多，损失难以弥补。同时，“解牛”的时候

要顺着其纹理来进行而不是逆向的，这个“纹理”就是命题

人的思路，是他所倾向的答题思路，这和普通人读社会新闻

的第一反应基本没有两样。也就是说，要用普通人的思维来

分解题目、回答题目，不要轻易地别出心裁。至于在小题目

上的跨学科考查则较难准备和预料，但好在分值很少，不必

过分在意。 （三）从考查手法上分析，表现为命题思路的逐

渐复杂化。 首先，是考查层面的理论化。 行政法试题中的理

论知识包括两个层面的东西。一是作为直接考查内容的理论

知识，这主要包括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主体理论、行政

行为理论，也包括各个行为法、诉讼法、复议法、赔偿法中

的一些基本概念、关系和分类等知识，这些知识在近两年来

的试题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无须赘言。值得注意的是第

二种情况，就是作为一种解题思路的理论知识，即题目并非

直接考理论，而是考具体的制度、具体的法条，但如果考生

的理论功底好，仅仅通过运用理论知识也可以解答。相对而

言，后面体现了命题者对理论功底优秀者的鼓励，这一发现

对考生更具实际意义。在许多时候，当考生因未能掌握具体

的制度与法条而无法解答某一题目时，不妨换个角度从单纯

的理论知识入手求解，可能收到柳暗花明的效果。 其次，是

题目选材的边缘化。 由于行政法的题目往往是以案例形式出

现的，就有个选材的问题。以往的选材较为传统，诉讼案件

以处罚、强制最为常见，处罚又以治安处罚最为常见，赔偿

多是人身伤害，都是大家较为熟悉、日常生活中也较为常见

的题材，考试时容易被理解。但2004年命题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颠覆了这种传统，许多陌生的、边缘化的案件成为题目



的载体，比如房地产预售预购备案登记、土地使用权抵押登

记、股权转让协议的批准、采矿许可、反倾销行政诉讼等等

，这些都不是考生熟悉的行政法题材，这就造成了大家做题

的困难。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我们在平时的复习中多

辨析这些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但有的时候还是防不胜防，所

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大家要牢固掌握好各种典型行政行为的特

征，以便在考试的时候将这些陌生题材一一还原为我们熟悉

的东西，找出它们的本质属性来，从而运用我们熟悉的知识

来解决它。 最后，是题面设计的冗长化。 简单地说，就是试

题的题面越来越长了，叙述的案情中时间多、人物多、事件

多、陷阱多，考生刚一阅读题面就很容易被迷惑住，或者为

了解读题面而花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这就要求我们在解题

时掌握一定的技巧，就是逆向读题。遇到这些题目的时候，

可以先看个大概，知道是何种类型的题目，马上看最后的问

题和选择项，然后带着问题结合掌握的知识回到题面剔除无

用信息，从而提高解题的效率和准确率。 二、行政法复习的

几条重要原则 最主要的是注意下面的几条原则： （一）务必

综合系统，切忌孤立片面。 正是由于行政法考试的复合型越

来越强，逐个法条、逐个知识点复习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这

种考试了，这迫使我们寻求一种更加综合系统的复习方法，

为此我们可以考虑一种“专题??表格??考点”的复习思路。首

先，我们可以把行政法的众多考点参照其固有的知识体系划

分为约20个专题；每个专题之下又设计若干个表格（一般为5

－10个），将本专题中相近、相似、相关的知识点按照其或

纵或横的联系整合到一起，通过对比或串连一体地掌握；而

每一个具体的考点就都融会在了各个表格之中，大到整个表



格，小到片言只语，都有可能构成一个考点。这样的复习方

式对于掌握许多易混、易忘、易漏的知识，也可以起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 （二）务必透彻掌握，切忌不求甚解。 复习行

政法最忌讳一知半解、望文生义的“半桶水”，而行政法中

的许多热门考点如果不作深究就恰恰很容易被错误理解而且

难以纠正。因此，对于这些知识点考生们必须反复咀嚼，务

必掌握透彻。对于确有疑难之处，建议不要胡乱解释猜测、

牵强理解，否则不但未能真正掌握这些知识，反而可能使考

生对已经掌握的其他知识产生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建议要

多跟老师或其他专业人士交流探讨，有可能的话要参照相关

的真题详细辨析，务求精确。 （三）务必重视真题，切忌漫

无边际。 行政法在司法考试中最主要、也最准确的方向标可

以说既不是大纲、也不是参考教材，而是历年真题。对真题

的详细钻研和透彻掌握是考试成功的关键环节。真题可以帮

助考生提示考查重点、揭示命题思路、检验掌握程度，在复

习的不同阶段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真题的学习和领会

要贯穿背靠的各个主要阶段。一旦抛开了真题的指导作用，

由于行政法试题较为艰深、复杂的缘故，往往容易使人陷入

漫无边际的空想，诱使考生钻“牛角尖”，偏离重点，浪费

宝贵时间。因此，当考生们完成了一个较长的复习阶段之后

，要不忘回头看看真题，纠正自己在复习中出现的不切实际

的错误方向、错误想法。 （四）务必循序渐进，切忌急躁冒

进。 司法考试的复习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的过程，对

于知识的掌握具有多次反复的特点，需要考生们投入足够的

时间和精力，行政法作为难度较大的学科更是如此。对于一

个中等程度的考生，也就是一个已经具有一定法学基础的人



而言，大约需要为备考投入3个月左右的时间，程度高的人时

间相对少一点，基础弱的人时间相对长一点。对于这样一个

中等程度的考生，它的复习大约需要经过3－4个阶段。万国

的五阶段复习则是一个十分完整的设计，“五阶段”的完整

历程是相对于法学基础较弱的人而言的，理论提高阶段的行

政法对于这些考生而言是一个必要的补充。在其余的四个阶

段中，复习的侧重点和考生的期望值都应当有所不同。系统

强化阶段主要是求“知”，即求得对考点的了解、知晓，是

个消除知识盲区、形成知识体系的过程；法条串讲阶段则主

要是求“解”，即此时考生们对知识的掌握应当达到透彻、

深入，是个消除知识误区、巩固知识体系的过程；全真模考

阶段则是求“用”，即是将所学知识与习题直接结合、学以

致用，是个寻找考试感觉、检验复习成果的过程；考前冲刺

阶段的目的就直接是求“过”了，因为它的设计具有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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