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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1017.htm 一、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的位置 司法考试的一个基本经验是，你永远要根据各门学

科在司法考试中所占分值比例安排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因此

，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部分的把握首先需要对其在司法考

试中所占的分值比例及其分配有所了解。因为它们大体上反

映了司法考试的特点，考试的重点、考点、难点和疑点所在

。基于此目的，我们将历年考试中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所占

分值比例汇总如下： 历年试题分值表 年份19981999 2000

20022003 基本理论305730 立法法20024 诉讼法1011111620 赔偿

法94694 复议法201043 处罚法30212 合计292539 3663 （因为有

些题目涉及两个以上部分，所以各部分分值有重叠） 上面的

概括并非十分精确，归纳的标准也因人而异，但大体反映了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在考试中的基本概况。分析此表反映出

以下的特点： 一是《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和《国

家赔偿法》这三大法律在历年考试中所占分值奇高，如2001

年的36分中有29分，占80%强；2000年的 39分中有27分，

占70%弱，基本上在70-80%之间。这大概与司法考试偏重于

实务有关，当然与此相关的是三大制定法律的存在，因而出

题者有所本。这相应也就指示考生应当以这三大法律为主。 

二是三大法律中《行政诉讼法》又占绝对高的比值： 2001年

的36分中有16分，占44%强；2000年的39分中有11分，占28%

强；1999年的25分中有11分，占44%，基本上在30-40% 之间。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部分在司法考试中所涉及的单行法律有



：《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行政

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不论其他方面，众多所涉法律

中之所以行政诉讼法一枝独秀，这大概是因为司法考试以案

例分析为主，不论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任意选择题，

还是案例分析题，大多是以实际案例引发出问题，行政诉讼

法所占分值比例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行政诉讼法可以

说是司法考试中的“重中之重”。 三是综合题型开始逐年提

高，即所考察的是综合性知识，有些题目已不仅仅限于单个

部门的考察，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内容在同一

道题中出现的情况增多，这从我们对历年考试各部分分值统

计中的重复计算即可看出。说实在的，有些题真不知道应该

算作哪一部门。如果我们放阔视野，这一特点在其他部门法

中也是如此，甚至在整个司法考试中亦然。针对这一特点，

要求考生在复习时，应当融会贯通，在各部门知识掌握的基

础上做一些综合性训练，增强综合分析的能力。在司法考试

的复习中，考生往往注意的是对知识点的把握，这就很容易

导致所学知识难以形成一个整体，而是被我们通常所说的知

识点所切割。就一般性的知识把握来说，只有当我们找出各

知识点之间的逻辑联系，将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以致形成

一个整体，这时我们才算真正掌握了这门学科。 四是司法考

试虽然偏重于实务，但并非不重视理论，只不过它所需要的

不是那种教条式的空洞化的理论，而是建立在对法律条文的

理性思考基础上的理论，是法条背后所隐涵的理论，尤其是

具有实际应用、操作价值的理论。近年来司法考试中有向理

论倾斜的取向。在以往的考试中，多数题目是直接以法条为

依据而设计的，而 2001年的试题中却加强了对行政法和行政



诉讼法理论的考查。如行政法的案例分析，对此题的回答需

要涉及到行政法上的公共职责、“反射性利益”等问题，属

于行政法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具有相当的难度。至于2003年

的论述题，则更是考察考生对基本原理的把握。对此如果从

行政法角度展开论述题的分析，则可以考虑的是依法行政原

则，具体论述则可以从行政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角度入手。 二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特点 在司法考试中，据考生普遍反

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属于比较难掌握的。究其原因可能

有二：一是我们对行政组织以及行政活动的陌生，许多人可

能根本没有接触过行政机关，对行政活动更是不甚了了。惟

其陌生，在解答相关问题时，往往不得要领。二是行政活动

有着不同于民事活动的运行逻辑，基于生活的经验，我们可

能形成了民事活动的思维定式，但以之思考行政活动并判断

相关问题，则由于行政活动特有的逻辑，旨趣相异。但任何

事情都有规律可以遵循。应对司法考试重要的在于对规律的

把握。 对于前者，需要考生多增加对行政组织与行政活动的

感性认识。从总体上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部分大致可以

分为五个部分：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与国家赔偿。 与民事活动有所不同的是，行政活动是由一个

庞大的组织系统在从事，面对如此复杂的组织系统，经常产

生的问题就是要明确其在法律上的地位。行政法学提出行政

主体这一概念，以解释众多组织机构从事活动这一现象。对

于考生来说，重要的是先要对政府机构有所了解，然后运用

行政主体理论进行分析。 复杂的机构也就必然产生复杂的行

为。行政行为部分的内容很多，但就司法考试而言，所需掌

握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大多集中于《立法法》、《行政处罚



法》和《行政许可法》这三个单行法律之中。作为一种有效

的方法，行政行为部分内容的把握应当结合行政诉讼与行政

复议这两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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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