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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已成往事，但其回响却经久不息它反映出的众多变化依

然值得我们回味，尤其在“常识判断”模块，我们感受到了

一场剧烈的调整：内容多元化、考点复合化以及板块的重组

令人耳目一新。倏然之间，流水落花春去也，换了人间这次

调整力度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面对这过山车般剧烈震荡，

每一个曾在2008年11月30日身临其境的过来人都会难以忘怀

；而进一步说，有鉴于国考是各类公务员考试的灵魂和旗帜

，其格局之流变、风格之更新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到地方公务

员考试，不能不深深地渗透到其他各类公务员考试。 显见之

势，便是总结过去、慎思当下、把握未来，所有公务员考试

的考生都应未雨绸缪，惟其如此，才能有备无患，惟其如此

，才不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在这里，我们与各位读者分享

对2009年国考常识判断真题的一些思索。 一、总结过去：结

构、题源、理念 国考常识判断模块每年考25道这并没有发生

变化变化的是考试的内容，2007年和2008年的国考常识题都

是法律内容，因此，彼时的常识判断完全可以称为法律常识

。其中，因为公务员是国家权力的具体行使者，常识判断中

也就侧重于与公权力相关的“公法”宪法和行政法，下表是

对2007年和2008年常识题目内容动向的总结。部门法2007国考

题量2008国考题量宪法和行政法8题15题民法、刑法8题9题民

诉、刑诉、法理国际经济法、经济法商法、经济法9题1题 通

过上表不难发现，这两年的常识题目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宪



法和行政法是第一梯队，题量最大，民法和刑法是第二梯队

，题量次之，其他部门法是第三梯队，题量又次之，这就是

经过两年运作形成的“法律常识”内部的格局分析这一格局

的意义在于，它在2009年国考真题中大体保留下来了：部门

法2009国考题量宪法和行政法4题共7题民法、刑法2题民诉、

刑诉、法理、国际经济法、经济法商法、经济法1题 2009年国

考常识判断#8226.考点内容（数字表示题号）： 19、法律与

道德的关系 【法理学】 20、合法（宪法与行政）行为 【宪法

与行政法】 21、地方政府规章 【宪法与行政法】 22、行政处

罚 【宪法与行政法】 23、犯罪 【刑法】 24、无因管理 【民

法】 25、突发事件应对法 【宪法与行政法】 因此，对我们复

习常识判断的法律部分仍有指导价值。 对07和08年常识真题

来源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律常识题目大部分来源于其他法律

类考试，包括法律硕士入学考试、司法考试的历年真题，其

编撰方式或者是原封不动照搬，或者对考点做形式上的改头

换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道题目： 2008年国家公务员考

试第107题: 按照《律师法》规定，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颁发的

决定，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一般应当自

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2004年7

月初，张某向省司法厅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司法厅的正

确做法是（ ） A.依据《律师法》，在30日内作出是否颁发的

决定 B.依据《行政许可法》，在20日内作出是否颁发的决定

C.因法律关于期限的规定不一致，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后再作决定 D.可以选择依据《律师法》或者《行政许可法》

关于期限的规定作出决定 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第40题： 按照



律师法规定，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自

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颁发的决定。按照行政许可

法的规定，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行政

许可决定。2004年7月初，张某向省司法厅申请领取律师执业

证书，司法厅的正确做法是： A．应当适用律师法，在30日

内作出是否颁发的决定 B．应当适用行政许可法，在20日内

作出是否颁发的决定 C．可以选择适用律师法或者行政许可

法关于期限的规定作出决定 D．因法律关于期限的规定不一

致，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后再作决定 不难发现，2008年

国家公务员考试第107题的题干与2004年国家司法考试第二卷

第40题基本相同，选项实质上也完全相同，只是对表达方式

和选项顺序进行了细微调整。 这一题源上的特点可以总结为

“考点就是考过的点”，也就是说，国考法律常识真题就是

在其他法律类考试中已经考过的真题。因此，我们认为最好

的复习理念就是“从真题中来，到真题中去”，通过大量练

习其他法律类考试（主要是法律硕士入学考试和司法考试）

的历年真题，来应对法律常识的真题这一理念迄今依然适用

。换言之，复习已经考过的历年真题，就是在做未来的公考

真题。 当然，国考都是单项选择，我们只要做那些考试历年

真题中的单选题即可。 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已成往事，但

其回响却经久不息它反映出的众多变化依然值得我们回味，

尤其在“常识判断”模块，我们感受到了一场剧烈的调整：

内容多元化、考点复合化以及板块的重组令人耳目一新。倏

然之间，流水落花春去也，换了人间这次调整力度之大，令

人叹为观止！ 面对这过山车般剧烈震荡，每一个曾在2008

年11月30日身临其境的过来人都会难以忘怀；而进一步说，



有鉴于国考是各类公务员考试的灵魂和旗帜，其格局之流变

、风格之更新不能不严重地影响到地方公务员考试，不能不

深深地渗透到其他各类公务员考试。 显见之势，便是总结过

去、慎思当下、把握未来，所有公务员考试的考生都应未雨

绸缪，惟其如此，才能有备无患，惟其如此，才不会犯刻舟

求剑的错误。 在这里，我们与各位读者分享对2009年国考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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