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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中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部分所占分值共为36分。其命题

特点和分值的具体分布为：行政诉讼法占67%，行政法总论

占11%，行政复议法占14%，国家赔偿法占8%。试题注重考

查考生分析和灵活运用的能力，考题理论联系实际，题目的

设置水准高于往年。 2003年，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所占分值

比重将维持在36分左右。行政诉讼法依然会是考核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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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98条，操作性很强，是行政诉讼法在审判

实践中具体运用的发展、完善。考生要加以注意。考题的设

置将更加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对法条和司法解释运用的

考核，而不是对法条和司法解释自身的考核。 行政法和行政

诉讼法部分需要掌握的法律有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

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及相关的适用意见和解释。下面我们

就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备考方法和难点重点加以阐述。相

比于民法等部门法，行政法较为难以理解。就司法考试的特

点而言，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部分基本可以分为：行政主体

、行政行为、行政诉讼、行政复议与国家赔偿五个部分。 第

一部分：行政主体 首先需要把握的是行政主体的概念。近几

年，行政法学开始用行政主体概念取代了行政机关、行政组

织的提法。行政主体理论在行政法学中具有奠基性的地位，

它是理解全部行政法的基础与前提，是历年命题的重点。对

于行政主体的概念没有必要死记硬背，关键是要把握它的几



个要素。作为行政主体必须享有行政职权。必须要能够以自

己的名义实施活动。作为行政主体必须是能够承担实施行政

活动所产生的责任的组织。 这三个要素也是我们判断一个组

织是否是行政主体的三个标准，简单地归纳，所谓行政主体

，就是行政职权的享有者、行政活动的实施者、行政责任的

承担者，三者合一，就是行政主体。行政机关与行政主体之

间至少有以下三点区别：非所有的行政机关都能成为行政主

体，非行政机关在所有场合都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成为

行政主体的并不限于行政机关。 需要注意区别的概念主要有

：行政机关与行政机构、授权与委托、职务行为与个人行为

、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行政主体与行政法主体、行政机关

与相关组织、中央行政机关与地方行政机关、派出机关与派

出机构。 第二部分：行政行为 在司法考试中，明确行政行为

的概念是一个前提性问题，我国行政诉讼范围的确定是以行

政行为为前提的。通常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实施的产生法

律效力的行为。行政行为的分类：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

行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应申请的行为和

依职权的行为、单方行政行为和双方行政行为、要式行政行

为和非要式行政行为。 对行政处罚(在所有行政行为实施中，

惟独行政处罚法有单独的法律对其做了详尽、明确的规定。

是以往考试的复习的重点和考点)的把握，重在3个问题。行

政处罚的原则、行政处罚的种类与设定、行政处罚的程序(简

易程序、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执行程序)。 难点问题：1.听证

程序的适用范围与具体内容(处罚法第42条)。2.行政处罚中的

裁执分离原则及其例外(处罚法第46、47、48条)。3.抽象行政

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分。 第三部分：行政诉讼 在行政诉



讼法部分，第一个比较重要、需要考生认真对待的重点问题

是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联系和区别问题。该问题的重要性

体现在：对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异同的理解有利于考生在总

体上对行政诉讼特征的把握：在以往的考试中，常常针对某

个具体问题、某一具体制度考查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

刑事诉讼法具体规定的异同。这就要求考生既要在宏观上把

握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区别和联系，又要在微观层面注意

两大诉讼法在具体问题上规定的细微差异。 行政复议与行政

诉讼虽然是两种制度，但其性质相近，内容大致相近。可以

采取以行政诉讼为主、以行政复议为辅的学习方式。因为行

政复议的大部分内容与行政诉讼相近或相似，所以，我们在

行政诉讼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行政复议有哪些不同之处就可

以了。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称法院的主管范围，对于考

试来说，具体的案例分析往往首先从受案范围切入，因此，

我们要作为重点来把握。 我们必须从以下四个层次完整、准

确地把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第一，受理案件，行政诉讼法

具体列举了八类。第二，不受理案件，行政诉讼法列举了四

类，司法解释根据司法实践又补充了五类，共九类。第三，

确定受案范围的标准。前面两个层次都是具体的列举，要把

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还要知道确定范围的标准。最后是单行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把握，除了行政诉

讼法的规定以外，还应包括其他单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

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 重点问题：1.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2.

特殊情况下的地域管辖。3.管辖权异议。4.类似于原告、被告

地位的第三人。5.诉讼时效。6.法律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2、53

条)。7.行政诉讼中的撤诉制度(司法解释第36条)。8.裁定和判



决。9.二审程序中的几种特殊情形。10.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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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