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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搜狐嘉宾聊天室。2007年司法考试已

经迫在眉睫了，如何在短期内准备好今年的《行政法》部分

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校名师的张锋老师给大家做个

解答，请张老师跟搜狐网友打个招呼吧。 张锋：各位网友，

下午好！很高兴来到搜狐做这个嘉宾，跟大家探讨2008年司

法考试《行政法》的话题。 主持人：《行政法》是理论性和

实践性都非常强的学科，内容也很抽象，这给考生答题带来

了一些难度。根据往年的考试情况来看，行政法部分有一些

固定的考点，也是有一些规律可以遵循的，下面就请老师给

我们考生解析一下吧。 张锋：《行政法》这个学科确实理论

性、实践性都比较强，历来是考生的软肋或者叫失分的重灾

区，就是比较难、比较抽象一点、体系比较庞杂，所以考生

反映，有个说法就是看和不看差不多，或者有的考生甚至把

它放弃了，我首先要申明的就是，占60分左右的分值，首先

是不能放弃的，谁也没有资本放弃的。大胆的预测一下今年

《行政法》部分，有可能占到50分到60分之间，如果60分就

占到了十分之一的分值了，首先放弃不得。 因为预测现在和

未来离不开对过去的把握，我们说过去五届司法考试以来，

《行政法》部分一共考过133道题，这133道题里边分值相对

集中的点是这样几个地方，从《行政法》总论，就是司法部

那本书的第三章，实际上考的是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

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这部分统计了一下五届司法考试9



道题，这个地方分值相对集中，看来第三章以前我们认为不

是重点，但是现在回过头一分析抽象的部分，两个法律一个

行政法规里边考过9题是相当集中分值的考点，这个地方仍然

今年是值得关注的。这是第一个大的分值相对集中的考点。 

第二个相对集中的考点就是，《行政许可法》，我们统计了

一下我们考过三届，就是04、05、06三年，《行政许可法》

考了8题13分，我等于现在把考题10分左右以上的总结几个大

的点，这个是行为法，是赋予相对人权利的。 第三个考点就

是，《行政处罚法》，一共考过13题20分。 第四个考点就是

，《行政复议法》，五年司法考试考过9题11分。 这是责任法

，复议、诉讼和赔偿。第一个责任法复议法，第二个是诉讼

法，历届司法考试都是占的分值最多的，有的时候《行政诉

讼法》会占一半，所以《行政法》可以和许可、处罚、复议

并列，第一个在《行政诉讼法》适用范围的问题，五届司法

考试考过15题23分，这是相当大的分值，所以这个地方几乎

每年都必考的，所以我在辅导班的时候就说投入产出这章的

复习成正比。 《行政诉讼法》的第二部分是主体这块，就是

原告和被告，这块五届司法考试考过11题19分的内容。 《行

政诉讼法》的第三部分就是证据制度和诉讼中的特殊规则，

证据我们统计了一下，五届司法考试考过11题，所以加上特

殊规则这块，一共考过17题，占了25分，这是相当大的分值

。 最后一大块，在《行政诉讼法》部分，诉讼裁定、判决、

执行的问题，一共考过17分。所以行政诉讼部分有四下个下

边的主部分。 最后一个责任法叫《国家赔偿法》，我们五届

司法考试考过17题30分，没有大题，没有案例分析题。《国

家赔偿法》主要是四个部分，一个是概述，这个考的很少，



一个是行政赔偿，一个是司法赔偿，司法赔偿这块历来是考

试的重点，特别是司法赔偿义务的确定，所以五届司法考

试17题30分里面在司法赔偿部分包括赔偿的标准部分占了很

大的分值，98年在律师考试中有一道《国家赔偿法》的案例

题，五届考试没有考过《国家赔偿法》的案例题，今年会不

会考也是非常值得令人期待的选项，就是在案例分析题里面

通常考一道行政诉讼的案例，像05年、03年，就是这个特点

，包括02年。02年有一道题非常有争议，就是告邮电局的

，03年是一个专利题，05年是告市政府的一个纪要，04年的

特点是没有大题、没有案例分析、没有论述，06年考了论述

，所以五届司法考试卷四的案例分析题有三道是行政诉讼部

分，没有考《国家赔偿法》，所以我们分析一下，当然行政

诉讼部分还是重点。 我们刚才总结了一下有9个大点，相对

分值集中的点，抽象部分、许可部分、处罚部分、复议部分

，诉讼部分有四个，还有国家赔偿。从以往历史的角度来看

，相对10分以上的有9个点。 主持人：案例分析题和论述题在

卷四中占了很大的分值，考生也比较关注这方面，能预测一

下今年的卷四会出什么题型？什么内容？ 张锋：从03年我们

开始考论述题，首开先河的就是《行政法》的论述题，06年

恢复了考《行政法》的论述题，这道题占了35分，我们从来

没有这么巨无霸的占了35分。从去年卷四的考题设计上说有

这么一个趋势也是成立的，题量相对减少，分值相对增加，

所以去年的卷四是两道35分的论述。我们说《行政法》涉及

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出论述题的题点和题眼应该说是比

比皆是的，所以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出《行政法》的论述题

是完全可以的，另外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综合因素，我们认



为今年考试作为《行政法》这块考生准备不能放弃论述题的

准备，不能说我们以往的规律是这样，像03年考了63分，有

一道论述题，接着这是一个峰值，下来是低估了，04、05两

年没考，而分值一个是40分、一个50分，按照那个统计今年

是不是应该小年了，就是说这个分值会相对减少，但是我认

为不是这样的。今年我综合分析多种因素认为，案例分析题

考《行政法》论述题是可能性很大的。 比如我随便说几个题

目，比如今年年初广州有一个事件禁摩托车上路，从正面肯

定广州市政府的做法我们用论述题的答法评论这个事情，因

为叫分析论述题，是可以成立的。甚至黑砖窑的事件，政府

是不是不作为，比如最牛钉子户，因为凤凰卫视现场直播，

这些社会热点问题，是有可能的。另外像我们的拆迁问题，

包括从铁本案、嘉禾案，引起的社会热点，老百姓上访最多

的人，一个是失地农民的权益保障、一个是被拆迁人的权益

和责任没有得到保护。所以拆迁的问题涉及到行政行为的种

类中叫征收，涉及到《立法法》第8条第6项的规定，也涉及

到从《宪法》的角度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意义，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考论述题的学科主要有五各学科，一个是法理，一

个是《宪法》，第三个就是《行政法》。五个学科里边考过7

道题只有《宪法》没考过，所以今年的论述题从《宪法》的

角度来答题也是非常值得令人期待的选项。 刚刚说的征收的

问题、拆迁的问题反映的社会热点问题里面就有《宪法》保

护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意义，4年考了7道题没有考过《宪法》

，我们认为从《宪法》的角度来准备也是一个选项。主持人

：给考生一些冲刺建议吧。 张锋：还有15天的时间，确实到

了冲刺阶段，我想总的指导思想应该现在是抓大放下，所谓



抓大放小，刚才我们谈到的9个从司法考试相对集中的地方大

家应该重点的看，刚才我们提到的几部分，这几部分里边重

点要看法条，通过做一些质量高一点的题巩固应该掌握的知

识点，挑出那些薄弱的环节，因为做题能够找到自己不足的

地方。为什么要看法条呢？我们认为从前五届司法考试，一

共考过133道题来看，只有3至4道题是没有实定法的依据，没

有制定条文的根据，就是纯《行政法》原理来答题的。《行

政法》原理部分容易产生学术上有分歧，所以经常避免这些

学理的问题，从条文上直接出题。所以最后阶段重点看一看

《许可法》、《处罚法》、《诉讼法》、《赔偿法》的条文

。 另外今年我们认为必考的法点，刚刚我说9个大的部分，

小法还有《公务员法》，因为《公务员法》是去年的1月1日

生效的，也算新法的范畴。第二个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

，是去年3月生效的，也在《行政法》的范畴，而且《治安管

理处罚法》也是纵向的经。因为今年我提出一个经纬思想，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行政机关都是特定个别具体的，公安、

工商、税务，我们仅仅调整公安这个经，就制订了一部《治

安管理处罚法》，像03年中华网约我写一篇文章，我统计03

年司法考试中涉及到公安机关、公安干警的有十个地方，十

个地方都离不开公安，所以我们每年出题的最大的经就是公

安干警，所以《治安管理处罚法》应该说也算新法的范畴，

应该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特别是程序和执行的部分。要说让

你把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有263种都记下来，这是很难的

。 第三个，今年新增加的《义务教育法》，我们认为这个内

容也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涉及到子女

入学，包括分不分重点班级、分不分重点学校，这些《义务



教育法》都有新的规定。 至于放小，像《残疾人就业保障条

例》、《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信访条例》，我们认为没

有时间看了，剩下15天时间就不用看了。抓大放小我认为是

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 小法中，比如说像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我们这两天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

昨天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有7章70条，但是今年

应该不会考，明年肯定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单行法来考，今

年11月1日生效，这个反映出来一个问题行政应急那一章。这

个地方我们看法条的时候，因为重大动物疫情条例，今年删

下去了，不重要必考的了。刚刚说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条例，这是非典的时候我们用十天时间就起草出来了，包

括一些《行政监察法》，如果放小看一下里面关注几个问题

，一个是数字，一个是时间，一个是职权，像几个小时报告

，数字、时间，这些都是出题的点里边的硬件，因为出一个

正确的、三个错误的很好出选择题。所以从以往考的点也是

，就是数字、时间和职权，这是放小中如果投入一定的时间

和精力来看一下的话，看一下数字、时间、职权就可以了。 

另外在前边主体这块，第2章的点还是要注意一下国务院的中

央行政机构的性质，组成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履行

不履行对外的职能，法里面说的履行不履行对外的职能就是

履行不履行行政机关的性质，这个也要看一下，因为从以往

的题的总结看，五届司法考试里面涉及到3道题考过，在律考

里边考1道，就是考过4道，考中央行政机关的性质是没有争

议的，是一个知识。 另外要补充的一个点，刚刚没有说到的

，《行政法》中，包括行政诉讼的期限，我们的时间在法律

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行政法》里面叫时效。这个时间的



问题我们总结一下，五届司法考试曾经考过8个点，最多的考

的就是诉讼时效。这个诉讼时效考过4次，追究的考过2道，

交罚款的考过1道，报告的时效1道，所以考时间的一共考过8

次。我们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每年的司法考试都必考时

间，至少有1道题。 另外我们总结一下前五届司法考试规律

性的东西，考救济途径，就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必经式

还是选择式，这个知识点也考过6道题，03年一次、04一次

、05两次、06两次。 主持人：离司法考试剩了15天的时间，

可能内容复习上已成定局了，请张老师在学生备考技巧、考

场注意事项、最后这段时间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给考生指导

一下。 张峰：再说一下答题技巧和应试的方法。答题技巧就

不是《行政法》的问题是，是应试中的普遍问题，可能有人

总结出这么一个规律来，就是说答多选题的时候，正确答案

都在2到3个之间选择，什么意思呢？4个选项，多选题里边设

计两个正确的复合题意的选项，或者3个，4个都选的比例比

较小。不定项选择题有一个规律，不定项最早我们考的时候

一般都出一个套餐的题，就是一个案例，对这几问每个问再

设定4个选项，后来发现这种题出的比较难，我们司法考试中

这种题出的也比较少了，所以一道题就是不定项，有可能单

选，有可能多选，这种不定项有一个规律，有相当一部分是

单选题拿到不定项里边去，就是正确答案只有一个的选项，

这是有一点规律性的东西吧。 再一个就是答案例分析题，卷

四的大题的时候，我在几个培训班里都讲过，答案例分析题

通常有四问左右，在《行政法》卷四中问案例分析，通常第

一问，比如我们总结出了前几届司法考试规律看，比如问你

公安干警的行为是职权行为还是个人行为，或者是问一个政



府的通告、一个政府的纪要是抽象性的、还是具体性的。前

提是职权行为后面才有国家赔偿的问题，只有具体的行为才

有受案的问题。05年最后卷四的论述题问这个会议纪要是否

属于《行政法》的受理范围，问题就是问是抽象还是具体。

所以我们先不着急答案例分析题的第一问，你把第二问、第

三问都搞明白，甚至第四问搞明白之后，从第二问、第三问

、第四问夹缝中引申其实可以得出第一题的答案，因为后边

问如果受理之后怎么样怎么样，如果国家赔偿应该赔偿的标

准怎么样，说明就是职权行为和具体行为。这点有一个小技

巧，答卷四案例分析题的时候不要着急答第一问，有可能第

一问的正确答案会从第二问、第三问、第四问的问题中引申

，提问有可能涵盖应该包括的正确内容。 作为论述题我想还

是两个大的考点，最能够作用原理层面，就是《行政法》的

六大原则里边的第一和第五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合法行政

原则，这个是具有最厚重的一个行者法理论色彩的点，所以

我们其实考过两次了，比如03年的论述题和03年的卷四第七

题都，其实考点就是考职权法定，就是这个行政机关的职权

来自抽象的一般的法律规定赋予才可以，这个职权法定一定

要把握，这是我们答《行政法》中任何论述题似乎都能用得

上的，去年的论述题也有这个考点。 第二个原则，合理行政

，合乎情理、合乎比例，做相关的考虑，平等对待人，不歧

视。 第三个原则，叫正当程序，去年其实也能用得上这个原

理，我们做出一个文件，去年的论述题是真事，应该告知，

没有告知就是违反了正当程序。 第四个原则，叫高效便民，

行政行为又要高效率的，又要便民。 第五个原则，诚实守信

，这是从《民法》演化来的，政府讲诚信有两个子原则，一



个是政府信息的真实，第二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作为《行政

许可法》确定的叫信赖保护原则，信赖保护也叫保护信赖，

所以大家一定要会运用信赖保护来答题，来分析社会生活中

的一些事物。 最后一个原则，权责统一。 我们答《行政法》

的论述题一定离不开这六大内涵的阐释，对一个现象的解释

。其中刚刚我说到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和第五个，诚实守

信里边的信赖保护，就是保护信赖，保护相对人大脑里边对

行政行为的信任和依赖。所以这个原则我在授课的时候讲过

一些关健词，当我们看到题干中，比如说收回、撤回，包括

停止、关闭，比如关闭小煤窑，这个事情原来是合法的，有

许可证，后来变成违法的，由于政府行政行为的变化，由合

法变成违法了，当你判断案例给出的题是这样，比如摩托车

就是这样，原来有牌照的，是可以合法上路的，现在广州市

政府说全面禁止，不能上路了，再上路今年1月1日就要处罚

，一个行为从合法到违法是政府的原因，他说停止、关闭、

收回，像开发西部成立公司，后来清理争论比如砍掉三分之

一公司，砍掉什么意思？就是要实行信赖保护了，这个东西

原来是合法，政策上的变化现在变成违法了。 所以答论述题

，我们认为第一和第五是必须掌握的，所以我们要训练出一

种法律的思维，一种用行政法眼看天下的思维，因为现在时

间很紧了，我们说当你看到这些题里边的关键词就应该想到

适用什么规则和原理，刚刚我说了停止、关闭、收回，比如

我们生活中、实践中，我们张某向乡政府申请开卖一块宅基

地，政府批了，什么叫批了，就是许可，“批了”在《行政

法》里看这个事情是许可，许可了，给证了。刚才我们说到

一些关健词的出现应该联想到《行政法》里的一些原理。作



为应试的注意事项： 第一点，我认为考生要有自信，首先进

入考场之前要树立自信，因为这个事不是横向的和其他考生

竞争来拼，而是和360分来拼，所以要相信自己能够达到这个

线，能够越过这个360。 第二点，我觉得考试的时候要冷静，

要先做会做的，拿到一分是一份，把不会的题放到最后再攻

关。 第三点，有人总结一下说考试之前据说洗一个滚烫的热

水澡，对刺激上考场非常有好处。你似乎忘记的东西，洗个

热水澡一烫到考场就马上想起来了，这个可能因人而宜。 主

持人：刚才提到今年有新的法律法规，这些会不会影响到今

年的司法考试呢？考生应该怎么应对呢？ 张锋：法律法规是

这样的，我们在2007年6月9日公布了一个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这个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因为我

们司法部确定的考试法规这本书出来的时间是4月22日，就是

说在这之前已经确定了，两个月之后，比如快到两个月的时

间才出来一个条例非常重要，当然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非常重要，包括我们提到的刚刚公布得

法，我想这三个法规不应该考，因为司法考试公布那天起之

前有效，后面的不应该看待这个事情，所以后边的法规如果

考了对考生来说不公平，所以这个是不应该考的。 对今年新

颁布的几个行政法规收进去的，比如像刚刚我提到的《残疾

人就业保障条例》、《地方政府各级机构和编制管理条例》

、《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当然《义务教育法》我刚刚已经

评论了，应该搁在经里边的第3位，《公务员法》、《治安管

理处罚法》、《义务教育法》，是很重要的。 回到我刚刚的

经纬论，这个经公安是最多的，第二税务，国际税87万，税

务局这个行为也经常考，经常这个题里面以税务局的面貌出



现考行政行为种类，税务局是这样的，我们有一部税收征收

管理法，是收在商经里边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税收征收

管理法、税收征管法作为商经复习，一定要作为《行政法》

来复习。因为各章里面都是最典型的行政行为，比如税务征

收是行政征收、税务处罚是行政处罚、税务强制执行是行政

强制执行。所以看到征管法的时间应该作为第二大经来复习

，《行政法》去年就考一道题，我讲课的时候谈到这个观点

，看税务局的时候眼球一定要亮两次，第一，是国家税务局

还是地方税务局，因为国家税务局的特点是四级的垂直领导

，如果是地方税务局，省以下垂直，省一级就是双重领导。

换句话说对一个省地税局行政行为不服，申请复议的时候既

可以想行政总局也可以向省政府。第二点，看到税务局的时

候要看到是什么行为，税务局做的是征收付款行为必须复议

，税务局如果做的是强制措施、强制处罚和强制执行可以想

当地复议也可以向上级机关。 第三个是工商，以工商局作为

题出现的考过7次，五届司法考试里面出现过7次的工商局的

行为，但是工商局的行为我们在《行政法》单行法收录当中

并没有选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工商的像《治安管理处罚法》

那么典型集中，因为工商的职权特别散，我们通常掌握工商

局是这样的，企业主体资格设立登记，第二个是《反不正当

竞争法》，然后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然后是《广告法

》，然后是《商标法》，刚才我说了工商局的六大职权，所

以工商局我们没有收进去，但是如果作为知识产权法里看到

商标法的内容，应该想到这里边的《行政法》条款，因为03

年考过专利法第46条。我们在复习《商经》甚至《民法》中

的《行政法》条款，应该作为《行政法》内容复习来看待，



如果考这个地方了，不算出大纲的范围，还在这个大纲里边

，只不过这个法规是作为《商经》来收的，我想前三大最大

的行政行为的种类，就是公安、工商、税务。当然要说一看

海关这两个字就知道进处境、货物物品、人员，只要一看税

就是税务局。当然再考的细一点，可能就超出一般人的常识

，比如考发改委的职权，你要知道发改委的职权价格是发改

委主管，如果考建委，我们要知道城市建设，规划委要知道

城市规划方面的主管，当然可能以经的面貌出现来考这个纬

，所以这个经的出现有可能是为了举例子而出的，不是专门

考这个经，如果考这个经考的太细了，考了一般的公共行政

法的范畴了，这个就是特别法了。所以我们法规中也没有收

到特别专的部门行政法，如果说到特别专的就确实很难为大

家了。 所以《行政法》为什么难呢？历来失分的重灾区，体

系庞杂一点，具有理论色彩，缺乏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不

像《刑法》很好讲，452条，《刑法》的总则、分则、总论、

分论、轻重、刑罚与否，这个《行政法》如果说上管天、下

管地、中间关空气都是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管、面更宽。

当然我想作为一般人行政区划的常识要掌握，在学习《宪法

》的时候对中国国家机关的性质谁大谁小、谁管谁要掌握。 

我今年在培训班讲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问我，为什么对天津

市地税局的行为不服可以到国家总局复议，他不知道天津市

是省级单位，这样的行政区划常识贫乏到这个程度我们就很

难办了，所以我说行政区划上的常识应该是我们中学学地理

都应该掌握的，所以《行政法》要有一定的知识准备才能理

解的更深、更透，所以我说这个部门法难一点、乱一点，当

然还没有考你行政行为的撤销、无效、成立，成立那些抽象



的行政法的部分，那个地方很少出题的。就是说第四章，具

体行政行为的概述部分是很少出题的，为什么？有争论的。

我们刚才总结了九大考点相对集中的地方，都是有条文支持

的，都是有实例法作为依据，所以《行政法》应该避免考纯

学理上的，那就更难了。因为我们要考有发条规定和支持的

，就有了一个硬件的东西，作为确定标准答案的依据。 主持

人：非常感谢张老师精彩的讲解，我相信通过这个讲解大家

会更有信心和实力去面对今年的司法考试，在此搜狐教育频

道也希望今年参加司法考试的考生能取得好的成绩！ 张锋：

我也祝07的司法考生好运相伴。 主持人：谢谢老师，今天的

访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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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