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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从 12 年大纲看命题趋势 

一、 大纲总体变化概述 

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2012 年大纲内容总体来讲变化不大。2012 年由于《行政强制法》的颁布实

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新增考点主要来自于这一部分，大纲对第七章行政强制重新进行了撰写，

也由两小节增加为五个小节，整个第七章都是行政强制的新增考点，共 16 个。大纲全部新增考点 18

个。 

二、12 命题趋势分析 

第一，新增法规永远是最重要且必考的的。 司考考查的是“现行法律和法规”，司考必须要反

映中国最新的法律与实践的变化，因此，新法的出台和旧法的修改是必然考查点。新增的行政法律《行

政强制法》必然是今年行政法考查的重点。 

第二，新增考点是送分点。今年行政强制法新增考点16个，看着虽多但是考查的难度应该不会很

深，基本上会考查大家对法条的了解和掌握。希望大家今年一定要重视行政强制法的学习，另外一点

就是法院的非诉执行已被行政强制法代替，以后的复习过程中，关于该部分内容，掌握行政强制法的

规定即可。 

三、备考 12 年司考方法与技巧 

司考复习本身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行政法是个比较枯燥的学科，行政法的知识距离我们现实的

生活又有一定距离，即使是法学专业的同学也会反映行政法比较难学。并且在近些年的司法考试中，

行政法题目的难度在不断加。因此大家一定要多下功夫，不畏艰难，把行政法的内容掌握好。行政法

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国家赔偿。其中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司法考试行政法考查的重点。司法考试行政法考查的比较多的是知识点之间的

区别。行政法的题目往往涉及到不同章节的知识点，知识点考查非常零乱，由于知识点之间的零散，

导致考查时往往是许多知识点综合考查，行政法的单一的知识点其实是比较简单和易于掌握的，难就

难在把诸多的单一点放在一块让大家比较、分析，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单一的知识点好像都掌握了，

但是做起题来还是不会。 

希望大家复习行政法的时候，首先要上课认真听，课后一定要及时复习老师上课讲过的内容。温

故知新，才能最大的发挥辅导老师讲课的作用。  

其次，同学们自己复习时一定要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来看行政法的内容，把理论知识和法条结

合起来进行复习，先看懂理论知识，再看这个知识点对应的法条。最后注意多做题。通过做题，可以

加深对知识点的把握。题目的案例，也有助于对知识点的理解。再次和大家强调，要注意当年司法考

试大纲新增的知识点，新增考点必考并且题目不会太难，大家一定要争取多拿分。 

   

12 年大纲增删考点汇总 
 

章名 节名 新增考点 

行政强制 行政强制概述 行政强制的界定 

行政强制的性质、意义和立法 

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 

行政强制的种类和设定 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和设定 

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和设定 

设定的论证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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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主体 

一般程序要求 

特别程序要求 

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程序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权限 

一般程序及要求 

特别程序及要求 

中止执行、终结执行和执行和解 

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适用条件 

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法院的受理、审理和裁定 

行政程序与政府信息公

开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的审理、决定和执

行 

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改变、行政复议中的

和解和调解 

12 年修改、删除考点：无 

 

2012 年法律法规目录增删 

 

新增考点精讲： 
考点一、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

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盘问、留置、约束、立即拘留、拘留审查、强制带离现场、强制戒毒、收

容教育、收容教养等） 

（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三）扣押财物  

（四）冻结存款、汇款 

（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特征： 

（1）行政强制措施是临时性的行政行为。如扣押财物，期限不得超过 30 日；情况复杂的，经行政机

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30 日，法律、行政法规对期限另有规定的除外。 

增加 删除 

1.《中华人民共共和国行政强制法》（2011

年 6月 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1 年 6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9 号公

布自 2012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0 年 12 月

1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05次会

议通过 2011年 7月 29日公布自 2011年 8

月 13 日起施行）。 

 



 
 

 ～ 28 ～ 

 

 

（2）行政强制措施是保障确定义务的行政决定作出的行政行为。比如它为了保证行政处罚决定公正

作出。 

考点二、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直接强制执行包含：划拨、收缴、拍卖。间接强制执行包含：

代履行（他人代履行，义务人承担费用）、执行罚（收取强制金促使义务人履行，如滞纳金）。行政强

制执行的方式： 

（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  

（二）划拨存款、汇款；  

（三）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四）排除妨碍、恢复原状；  

（五）代履行；  

（六）其他强制执行方式。 

特征： 

（1）行政强制执行是确保决定义务的行政决定得以实现的行政行为。 

（2）行政强制执行是终局性的行政行为，除非行政决定被撤销、变更或者发生执行错误，予以恢复

原状或者退还财产。 

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设定。” 

  本法规定,尚未制定法律,且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事项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

自由,冻结存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行政强制措施。尚未制定法律、行政

法规,且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查封场所、设施、财物和扣押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

法律、法规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 

  本法还规定,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范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

出扩大规定。法律中未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行政强制措施。但是，

法律规定特定事项由行政法规规定具体管理措施的，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冻结存

款、汇款和应当由法律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以外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本法规定也应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

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考点三、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 

1、法定原则：《行政强制法》第 4 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依照法定的权限、范

围、条件和程序”。 

2、适当原则：《行政强制法》第 5 条规定：：“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应当适当。采用非强制手

段可以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设定和实施行政强制。行政强制法贯穿了这一原则： 

(1) 严格设定权限和设定程序； 

(2) 实施行政强制体现比例原则： 

  A.情节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可以不采取强制措施（第 16 条）。 

  B.对没有明显社会危害，涉案财物数量较少，当事人确无能力履行，中止执行满三年未恢复执行的，

不再执行。（第 39 条） 

  C.查封、扣押、冻结财物应当相当。（第 23 条、第 29 条） 

  D.选择行政强制执行手段时要适当。优先适用代履行、执行罚等间接强制，间接强制无法实现行政

目的的，才适用直接强制执行。 

3、坚持教育与强制相结合原则：《行政强制法》第 6 条规定：“实施行政强制，应当坚持教育与

强制相结合”。具体要求如下： 

(1) 违法行为轻微或者没有明显社会危害，可以不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2) 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催告” 

4、不得为单位和个人谋利原则：《行政强制法》第 7 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

行政强制谋取利益。” 

http://baike.baidu.com/view/4544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97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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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支两条线（第 49 条、第 60 条）。 

（2）不得使用、损毁被查封、扣押的财产（第 26 条）。 

（3）不得收取查封、扣押财物的保管费。 

考点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受案范围：（1）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不予答复的。 

解析：根据条例的规定，除了行政机关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之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

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属于公开范围的，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和途

径。如果行政机关对申请予以拒绝或者不予答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这

是因为，申请获取政府信息是条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

公开政府信息是条例为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就在申请人和行政机关

之间形成了一种申请和被申请的关系，同时也形成了行政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于法规的授权，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政府信息的获取已经不是一个愿望，而是一个具有司法保障的权利。如果

行政机关对于属于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拒绝提供或者不予答复，既是对合法权益的侵犯，也是没有履

行法规规定的义务。明确的拒绝提供当然属于一种依申请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予答复则属于不作

为。这是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最典型、最常见的一种。应当指出的是，“拒绝提供”不仅包括完

全拒绝，也包括部分拒绝。 

（2）认为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描述的内容、要求的获取方式或者载体形式

的。 

解析：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予以拒绝、不予答复可能引发诉讼，行政机关对于政府信

息予以公开了，同样可能引发诉讼。条例规定，申请人可以在申请中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内容进

行描述，行政机关应当准确地公开；申请人还可以对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形式提出要求，行政机关

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按照申请人要求的形式予以提供。如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公

开政府信息不符合其在申请中描述的内容、要求的获取方式或者载体形式，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3）认为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侵犯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 

解析：行政机关在满足了申请人获取政府信息的要求的同时，还有可能侵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认为申请公开的政府信

息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公开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应当书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见；第三

方不同意公开的，不得公开。但是，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予以

公开，并将决定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容和理由书面通知第三方。如果第三方认为行政机关依申请公开的

政府信息涉及其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但行政机关没有书面征求其意见，或者在其明确不同意公开的

情况下仍然决定公开，就有可能提起行政诉讼。这种诉讼被称作反信息公开诉讼，是一种反向诉讼。

因为与一般的要求公开政府信息的诉讼相反，这类诉讼是要求人民法院阻止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 

（4）认为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要求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行政

机关拒绝更正、不予答复或者不予转送有权机关处理的。 

解析：条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

记录不准确的，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要求更正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不准确的政

府信息记录，其实属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范畴。由于我国尚没有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考虑到个人信

息保护问题日益迫切，又与政府信息公开密切相关，在制定条例时就增加了这样一个“搭车条款”。

既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有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情

况下，有权要求该行政机关予以更正，行政机关也有更正的义务，那么在遭到拒绝或者不予答复时，

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外，条例还规定，该行政机关无权更正的，应当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

理，并告知申请人。因此，行政机关在无权更正时不予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也属于不履行

法定义务，也是可以提起诉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