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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0_BC_E6_AF_94_E9_c26_503609.htm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

，政府治理社会应当以法律手段为主方能有秩序之整合，反

之则有人治之祸，此等逻辑，已为近百年来世界各国之长程

历史所验证，更为我中华民族所共识。防患于未然，以法律

形式剪裁官员形貌，赋予官员法治品格，对官员队伍正本清

源，剔除法盲或者对法律一知半解者，延揽知法守法者，实

为消弭非法行政之良策，所谓未雨绸缪是也。 如此，法学登

堂入室，纳入考试范围自然在情理之中，然而不止于此的是

，公务员考试对法学的吸纳迄今并未完工，法律常识分值比

重愈来愈大，颇有强行军、一竿子插到底之势。在中央国家

机关公务员考试，常识部分自2007年起全部改为法律常识，

已臻极致；在地方公务员考试，亦循此路径递次转型。读者

诸君，此自上而下的改良运动方兴未艾，有志一搏者，当早

做准备，以免脱节。 但是，法律这门学科，体系庞大，法律

这些制度，构造精密，考起来更是让人防不胜防，对于很多

非法学专业的考友来说，公考法律常识试题难度之大，不难

想见，大略有三： 一，内容陌生。相对于考友之人生经验，

考查内容显得生冷偏僻，题目如读天书，答起来只好云里来

，雾里去。比如，什么是行政裁决，什么是行政复议，简直

令人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二，无处下手。有的考友对问

题略知一二，但做题没有头绪，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而

不得其所，催人泪下。 三，心中无底。即使找到一些思路，

也选出了答案，但对答案并不能确信，在干扰项和正确项之



间反复徘徊，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有似曾相识燕归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之痛。 鄙人研究公考法律常识已久，深知法

常难在何处，俗语云：痛则不通，通则不痛。要打通法常这

个过关障碍，解除心头之痛，当对法律推根溯源，方能入木

三分。 从法律历史放眼看去，正如唯物主义所断言，那法律

并非从来就有的！法律，多数时候只是对于已然生成的秩序

或制度的确认与规范，此种秩序或制度，说到底不过我等公

民之“活法”而已。法律应当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拿破仑

于1821年病死圣赫勒拿岛，他在临死前说：“我一生四十次

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

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但事实上，“法国民法

典并没有改变历史，而是历史改变了法国民法典”，不是拿

破仑法典在创造“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慢慢长大

，腰板硬了，要求在法律上有个说法，起草法典的五位绅士

替它说出来，让拿破仑做了顺水人情。 既然法律是“活法”

的归纳和演绎，自然也可以从生活反观法律，这就给了我们

一个启示：从生活之理一定可以解构法律之理。换言之，题

目是陌生的，这不可怕，因为法律规则无非是常理、常识、

常情这些生活规则的归纳罢了，而生活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

熟悉的，它为我们提供了探讨法律之理的生动样本。概念是

抽象的，这也不可怕，因为抽象的法律规章来自于具体的生

活现象。基于此种思考，我送给非法学专业考友的应试箴言

就是“事遵常理，人有常情，物有常识”。 所谓“常理”，

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规则，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可能先学法

再生活，而是根据情理来生活，根据那些得到大众长期、普

遍认同的道理规则来行动，这便是常理。举例言之： 2008年



国考第106题：根据法律规定，以下属于行政裁决的是: A．深

圳仲裁委员会对民事纠纷的仲裁 B．山西省人民政府对污染

环境企业的限期治理决定 C．某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履行

聘任合同争议的裁决 D．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根

据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某专利权无效 题目的专业性很强，

行政裁决大家都没听说过，但概念不过是生活的抽象，可以

通过逐次分析得到结论。从常理而言，首先，所谓行政裁决

，裁决的主体当然应当是行政主体，而不可能是其他组织或

公民。反之，如果行政裁决的主体可以是行政主体以外的其

他社会组织甚至于可以是某个具体的自然人，那这样的概念

在生活中就会令大众无法适从，因为那样将会超出公民通常

能够理解的范围。根据裁决的主体，我们就可以排除掉AC，

因为他们的裁决主体不是行政主体，而是社会组织。其次，

裁决的对象应当是争议，裁决主体应当在两个争议者中间扮

演仲裁者的角色，否则也会超出大众的理解范围，根据裁决

的对象，就可以排除掉B项，因为它行为的对象不是争议，而

是一个污染环境的违法行为。 所谓“常识”，就是那些众所

周知的知识。举例言之： 2007年国考第103题：下列关于肖像

权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A ．法人也有肖像权 B ．公民的肖

像权受到侵犯时，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C ．使用公民的肖

像，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和规定进行 D ．公民享有肖像

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简

单选A，法人是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是和自然人

相对应的概念，一个组织当然不可能有肖像，遑论肖像权，

用三秒钟的时间就能解决。 所谓“常情”，就是人情伦理，

法不外乎人情，人情所恶，国法难容。对于那些绕来绕去的



案例题，最直接的解法，就是用大众的道德观去评判，以道

德为天平来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其结果必定和法理如出

一辙。仍举例言之： 2007年国考第116题，某大学在学校内进

行道路整修，施工中没有设置道路整修警示标志，致过路学

生受伤。对此，由（）承担责任 A ．该学校 B ．受害人自己

C ．该学校和受害人 D ．该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 依照大众的

道德观，让受害人自己承担是否合乎人情？如果法律如此规

定，就会过于冷漠，因为他并无半点过错，据此即可以排

除BC。再在AD中推敲，学校和它的上级主管部门是两个独

立的组织，而后者与此事并无半点干系，何责之有？答案只

能选A。 更多信息请访问：考试大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

务员在线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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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