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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帮助大家复习实现更有效的提高强化，我们编写了《司法考试600分考点大串讲》(以下简称《600分
大串讲》)一书，全书分为《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商法．经济法．国
际法》、《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五个部分。
    一、本书主要特点    1．以考点为中心，明确提高强化复习重心。
    司法考试是一种资格考试，立足于已接受过法学本科或者研究生教育，或者非法学本科已将法学本
科专业的课程基本掌握。
如果到达这一层级，对司法考试的复习就应当转入提高强化。
提高强化复习的重心有两个：一是以考点为中心，二是以过关为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在一般性知识、次重点知识与考点知识间摇摆不定，或者不加取舍胡子眉毛一
把抓，必将偏离提高强化复习方向，影响考试过关目的实现。
《600分大串讲》严格以考点为中心编写，剔除非考点，帮助大家找准提高强化复习重心。
    2．精心筛选考点，揭示提高强化复习范围。
    以考点为中心是提高强化复习的方向，但接下来更具体更着重的一步，是明确哪些知识是考点，哪
些知识应当被纳入提高强化复习的具体范围。
《600分大串讲》以近5年司法考试真题为依据，精心筛选各部门法考点，让提高强化复习的具体范围
昭然若揭。
在考点筛选方面，力求做到两点：一是准确，严格以近5年的真题为蓝本，做到考点全覆盖无遗漏；
同时，对于近5年未被考查但未来极可能考查的点。
做到明确提示。
二是深入，不仅帮助大家明确考点是什么，而且进一步揭示这些考点在实战中的具体考查角度和考查
模式，引导大家实现对考点的全方位立体性认识。
  　3．分解考点、训练考点，促进提高强化复习效率。
　  在明确复习的具体范围后，如何领会考点突破考点就成为提高强化复习的重中之重。
为此，《600分大串讲》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着力：一是加强讲解。
深度讲解考点知识内涵，直面突破考点中的疑点难点，帮助大家把握考点知识的灵魂和精髓，知其然
并知其所以然。
二是加强对比。
在透彻讲解考点的基础上，加强相同考点的串联、相异考点的对比、相似考点的区分，帮助大家形成
考点知识整体，杜绝考点模糊或混淆。
三是加强训练。
围绕考点，设计典型案例，环环相扣、步步追问，加强考点理解，深化考点训练，帮助大家提高实战
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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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行政法　行政法的基本精神　行政法的知识结构　专题1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专题2　行
政组织　专题3　公务员制度　专题4　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　专题5　行政许可　专题6　行
政处罚制度　专题7　治安管理处罚制度　专题8　政府信息公开　专题9　行政复议　专题10　行政复
议和行政诉讼的关系　专题11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专题12　行政诉讼的管辖　专题13　行政诉讼参加
人　专题14　起诉和受理　专题15　行政诉讼证据　专题16　行政诉讼的特殊制度　专题17　行政诉
讼的裁判　专题18　执行制度　专题19　国家赔偿制度宪法　宪法的基本精神　宪法的知识结构　专
题1　宪法基本理论　专题2　宪政制度下的宪法运行　专题3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专题4　国家
的基本制度概述　专题5　选举制度　专题6　立法制度　专题7　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制度及群
众自治组织　专题8　中央国家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国家主席、国务院、中央军委　专题9
　地方各级政府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　专题10　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法理学　法理学的基本精神
　法理学的知识结构　专题1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专题2　法的概念　专题3　法的内容　专题4　法
的运行　专题5　法的演进　专题6　法与社会法制史　法制史的基本精神　外国法制史的知识结构　
⋯⋯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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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行政诉讼的被告，须具备以下资格：（1）被告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
有一定行政职能的组织；（2）被告必须作出了具体的行政行为；（3）被告必须具有相应的诉讼权利
能力，须经原告指控，并由法院通知应诉。
2.被告的确定规则。
因行政系统设置的层级繁复和机构庞杂，如何让确定行政诉讼的被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司
法考试的难点。
具体而言，被告的确定要遵循以下两点规则：（1）被告必须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
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由谁实施，则被告就是谁。
对于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应以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
被告。
对于经过复议的案件，如果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说明对相对人或者相关人权利义务产
生影响的仍然是原具体行政行为，应当由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作被告；如果复议机关改变了原
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或者相关人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的就不是原具体行政行为，而是行政复议决定
行为，因此由行政复议机关作被告。
但是，并非行政行为的实施者均能作被告，被告的确定还需遵循第二个规则：（2）被告必须具有行
政主体资格。
行政主体必须拥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予的行政权力，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
因此，如果具体行政行为的实施者不具备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授权，则不能作为被告，此时承担具
体行政行为法律后果的行政主体，或者行政权力归属的主体才能作为被告。
一般情况下，行政机关（包括派出机关）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在其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被诉时
均能作为被告。
而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以及行政机关组建的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原则上应当属于所
属行政机关的行为，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派出机构、内设机构以及行政机关组建的机构作为被
告应属于例外情形，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行政机构获得合法授权，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1
条授予公安派出所警告和500元以下罚款的权限；②该行政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③该
行政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授权范围内，或者仅超越授权幅度，而非超越授权种类，如公安
派出所作出500元以上的罚款处罚，即属于仅超越授权幅度，该公安派出所为被告，若公安派出所作出
行政拘留的处罚，则属于超越授权的种类，应由该公安派出所所属的公安机关为被告。
对于行政委托而言，只有委托者才是被告，因为受托人不是行政主体。
需要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授权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
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该“授权”也视为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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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11司法考试600分考点大串讲:行政法·理论法学·司法制度(法律版)》主要特点：以考点为中心，
按分值分布确定复习重点。
明示考点，真题闯关，全面提升应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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