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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2021_2022__E5_8F_B8_E

8_80_83_E4_B9_9F_E5_c36_53004.htm 根据本人去年在朋友处

收集的资料和买的那一大摞杂七杂八的书本以及本人去年考

试后所得整理总结出来的，因资料原件不在身边，只好凭记

忆写下，不妥之处和不够详细的地方，请原谅。还请大家多

拍砖，众人齐心，其利断金。第一部分 对案例本身评论。 万

万不要沉迷于长篇大论的就事论事，除了引用宪法条文，不

要长篇引用法律法规，即使你背得很清楚，也不要在这里显

摆，最多说一个法律名称或者干脆说“根据民事法律、行政

法律相关规定”着墨一定要精炼，仅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或不

合法性作一界定，说说理由，然后再更加精炼的带一句，你

认为如果这个案例中的当事人换一个什么方式处理同一件事

，会有更少的争议，却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如果可以的话）

。 在一个案例中，一般不会只有一方当事人的，一般会有双

方或更多方（比如去年就有三方：经营者，消费者，媒体）

，他们的行为性质一般不宜放在一起说，也许有的行为合法

，有的就不合法，或者有的合理但不合法，或者有的合法但

不合理（特别是后两个，大部分都是这种，让一般的人不好

说单一的合法或不合法，但有了这样两句话，很多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 这一部份从字数，可以占到整个论述的50%。

第二部分 从对案例本身的评论上升一个高度，上升到对其反

映的社会现状的评论。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就像刚才说的，

案例中的各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界定，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

的公民（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等）的法律意识还不强，也可



能是法制还不健全，等等诸如此类。然后还可以极精要的说

一下还有哪些你知道的类似的例子，也反映了这种社会现状

（也就是应证了你的话，有理要有椐嘛，只有他的单一证据

不够，自己抓两个来喽）反正就是些套话，但你又不能让改

卷的老师看出你套话的痕迹。 这一部分的字数，可以占到整

个论述的30%.第三部分 升华，升华至“空灵”的境界，高度

至少要超过周星驰最后那一记如来神掌。画龙点睛，提神醒

脑（你画的龙，你点的睛，提评卷老师的神，醒评卷老师的

脑）。 所谓“空灵”，说白了有点类似于废话，但又不完全

是废话，要有总揽全文、上升蜕变的作用。这一部分最好就

一段，这一段最好就一句话，这句话最好就两三个逗号加一

句号，感叹号也行。 从第二部分的分析再上一个台阶，这一

部分有两个升华方向，一是向着法治社会看齐，说什么只有

依法行政，才能共建法治社会之类的话，二是向着法理学看

齐，比如法的阶级性、法的社会性、法的本质这几个大的方

向。向着法治社会是比较好升华的，向着法理学升华就有一

定的难度，而且一不小心还会说错，没有一定的法学根基的

话，建议大家选择前者。 这段文字，可以占到整个论述

的20%. 八股文就说到这里，最后，还有一个可以凑字数而又

超级显摆，让评卷老师对你刮目相看的方法，就是适当引用

法学家的名言，个人感觉古代一点的法学家更好，给人一种

渊博的错觉（那是指小弟偶，大家伙是真的渊博哈）但记住

精而不滥，最好不要超过两句，注意把他们的名字记清楚了

，别写错，那就得不偿失了哦。 我那时背的都基本上忘完了

，还记得几个什么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即为合法（民事主体）

、法律没有明文授权即为非法（行政行为主体）、行使权利



要以不侵犯别人的合法权利为界什么的，人名记不清了，顺

便在这里呼吁一下，哪个朋友有的话，帖几句上来吧：） 让

评卷老师对你刮目相看的方法，就是适当引用法学家的名言

，个人感觉古代一点的法学家更好，给人一种渊博的错觉 名

人名言，我就记得一句“宪法是写着人民权利的纸”，还搞

不清是列宁还是马克思说的了。至于中国古代的，我记得有

一句“尊尊君为首，亲亲父为首”，好象没说是孔子说的吧

。好在中国的学生杜撰名人名言的水平都挺高，随便编几句

象名人名言的话，再把它随便安到哪个名人头上，估计评卷

的人也糊里糊涂，蒙得过去。 就是尽 ，一切可能使你看上去

象一个有法学背景的考生，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去年我朋

友在那道刑法分析题基本没做对的情况下，靠2道论述拿了46

分（自己根据成绩估算的）顺利过关了，答好论述确实太重

要了。还有要写空话切记不要写政治上的，好象改卷的都很

反感，影响起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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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