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国家司法考试>>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国家司法考试>>

内容概要

《司考之路系列:2009国家司法考试(宪法行政法)：2008年司考还记忆犹新，新的一年已经向我们走来
了。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新东方的司法考试学员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让我们深感欣慰——你们的成就
，就是我们的成就，因为我们的理论，最终是要通过你们的实践去检验的。
而这一次，从不断传来的学员报喜电话中，从读者对《司考之路系列:2009国家司法考试(宪法行政法)
》的热烈反馈中，我们再次确认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帮助更多仍在司法考试之路上艰苦跋涉的人们
走向成功。
  
罗素说过，“人生多半是苦的，所以应该简单粗暴地对待它。
”就司法考试中的宪法学而言，确实应该如此。
对于宪法这个部分，司法考试考得并不深，复习当以识记为主——这在历年真题中已得到实证，宪法
部分得高分的关键亦在于此。
因此，《司考之路系列:2009国家司法考试(宪法行政法)》去年开创了简单明快的新风格，归纳总结了
大量图表、口诀、方法，力求帮助读者以最少的力气来获得最高的分数。
这一博弈理念得到了不少读者的认同，我们将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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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宏，新东方北斗星培训学校司法考试研究中心教师。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多年进行司法考试培训，有丰富的应试辅导经
验，思路清晰，逻辑严密，授课细致，获得考生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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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行政法第一讲 行政法基础理论第二讲 公务员制度第三讲 行政处罚第四讲 行政许可第五讲 
行政复议第六讲 行政诉讼第七讲 国家赔偿第八讲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信访条例第二部分　宪法第一
讲 宪法之“宪”第二讲 宪法之“法”第三讲 公民及其基本权利第四讲 官员及其任免制度第五讲 国家
权力的横向配置（国家机构）第六讲 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国家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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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行政法第一讲 行政法基础理论内容要点：行政法的基本概念；行政法的法律渊源；行政组
织与行政主体理论；行政行为理论。
 一、行政与行政法1．行政法中的“行政”为国家行政，即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实现国家行
政职能的活动。
这种行政首先具有公共性，是行政机关基于公共利益而实施的活动，其范围和对象都是公共事务；其
次是职权性，行政权发动的逻辑与私人活动不同，必须有授权基础，其职权要么来源于组织法上的直
接规定，要么来源于法律、法规或规章的授予；再次，行政活动是对宪法与法律的执行与实施，是将
抽象的法律规范具体落实于个案的活动。
考点解析1．买施行政活动的主体一般是具有行政权的主体，但并非所有行政主体所为的活动均为行
政活动，行政权主体以民事主体身份所为的行为为学理上的“私经济行为”，即民事法律行为，应受
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而不受行政法规范调整。
2．公共行政中有一类行为学理上称为“政府行为”或“国家行为”，即具有高度主权性、政治性的
行为，此类行为原则上也不属于行政法研究的范畴。
与此相应，《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
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
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3．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行政管理机关，又是
刑事侦查机关。
因此，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既包含行政管理活动，也包含刑事侦查活动，后者亦不属于行
政法的调整范围。
如《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所规定，“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4．并非只有行政机关所为的行为才是行政活动，法律、法规可授权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组织行使某
些特定的行政职权，如《行政处罚法》第17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
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法》第23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
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行政机关也可将自己的行政管理
职权委托他人行使，如《行政处罚法》第18条，“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
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
2．行政法是调整由于国家行政管理发生的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行政法主要调整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与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这种关系有别于民事主体之间
的平等关系，其权利义务的分配是不对等的。
在实体上，行政机关享有强制性的行政职权，相对人处于被管理者的地位；但在程序上，行政机关并
没有民事主体“程序选择”的自由，必须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各种行政程序。
也正因为如此，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规范行政机关合法行政。
对行政机关的规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主体规范，即规范行政活动主体的资格、行政机关的
职权范围以及行政机关与内部公务员的职务委托关系；其二、行为规范，即规范行政活动的实体和程
序规则；其i、行政救济，即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行政职权后相对人的救济途径，或者说法律对行政机关
合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法定监督。
在这种思路下，行政法的学科框架如下，而每一部单行行政法规在行政法框架中的归属也如下所示：
（1）行政主体：（行政主体理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2）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理
论、《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许可法》、《政府采购法》、《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管理条例》）（3）行政救济：（《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考点解析
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在于规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是所有行政法律规范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认识行
政法应持的基本立场。
简言之，行政法就是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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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立场下重新翻看行政法的法律规范，就会对行政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复习时也会有一个大致
方向。
例如，大部分行政法规范都会侧重于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应履行的义务，如《行政处罚法
》和《行政许可法》中的程序规则，其目的就是通过规范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来达到监督行政机关
依法行政的目的：因此这些规范也成为司法考试中命题的重点。
再如《行政复议法》第9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
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60日的除外
。
”而对于复议机关的审理期限，《行政复议法》第31条则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
起60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是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60日的除外。
”前者是“超过60日除外”，后者是“少于60日除外”，考生在记忆时只要把握上述基本立场，就会
很快记住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法条。
二、行政法的法律渊源行政法的法律渊源是行政法的具体表现形式。
与其他部门法不同，行政法的法律渊源较为复杂，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
章、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这些法律文件的制定主体和效力等级分别如下：1．宪法。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立法性文件都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2．法律。
此处的法律为“狭义的法律”，专指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通常的法律文件名称上均为“xx法”，诸如《公务员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
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
法律在效力上仅次于宪法，而高于其他一切立法文件。
3．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内容主要涉及行政管理事务。
行政法规的效力低于宪法与法律，高于其他立法文件。
4．地方性法规。
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其效力低于宪法、法
律和行政法规。
其中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效力低于其所在地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5．部门规章。
部门规章由国务院各部门制定，制定主体不仅包括国务院的各部、各委员会，还包括国务院的直属机
构等。
部门规章在效力等级上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
但《立法法》并未对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效力的高低作出规定，原则上部门规章适用于全国，而地
方性法规仅适用于本地方。
当部门规章的规定与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不一致时，首先由国务院进行裁决，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
性法规的，则适用地方性法规；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须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最终裁
决。
6．地方政府规章。
地方政府规章由省级地方政府以及较大的市的政府制定，效力低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级及本
级以上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无论是省级地方政府规章，还是较大的市的地方政府规章，在效力上都与部门规章平
行，两者的区别也仅在于适用范围不同。
部门规章适用于全国，而地方政府规章仅适用于各个地方，当两者发生冲突时，由国务院进行裁决。
考点解析行政法的法律渊源尽管是行政法中的基础性理论，但却涉及部门法中的许多具体考点。
考生必须牢记各类法律渊源的制定主体和效力等级，这样在学习部门法时才不致混淆。
1．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的创设（请参阅第32页的行政处罚设定图与第51页的行政许可设定图）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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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中分别规定了不同法律文件对于行政处罚与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包括创
设权与规定权），考生在识记这些内容时，同样应牢记这些法律文件的制定主体，以免试题出现变通
。
2．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四）项规定，“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
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补充规定，此处的“法律”专指全国人
大3．行政主体资格的判断 下面会讲到，我国的行政主体除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行
政机关以外的组织，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这里的“法律、法规”即全国人大及全国人大常委
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但行政机构（内设机构、新增机构和派出机构）除有法律、法规授权外，如果有规章授权，却部门规
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授权，也可以成为行政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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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司考之路系列:2009国家司法考试(宪法行政法)》：司考名师辅导经验总结，追踪司考改革新动向，
精彩授课内容书面展示，引领应试复习高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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