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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就是卷四最后一道论述题，就是卷四第七题是选答题

，最后第六题是给了你三个角度，让你进行选答，今年论述

题本身就是选答型的，给大家两个题。其中第二题先说一下

第七题乙题，这个题表面看起来就是去年的第五题的重复，

同样是考察行政法，同样考察行政许可，同样是考察行政法

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涉及到现代利益保护原则，它究竟是不

是去年原体的原题照搬呢，并不是这样的。遇到这样案例型

的论述题一定要小心，要特别地审题，要确定命题人考察重

心在什么地方。 仔细审题会发现，这个题正面而言，是为了

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废止撤销以前所颁发的行政许可，但是

在实践当中，出现了一些打着公共利益旗号而损害个人利益

的行为，比如说明明是行政行为，不合法，有错误，却以公

共意义为由，收回已经生效的许可，明明想把已经出让的土

地再次转让给他人，再次以公共利益需要再收回。这里的题

核心词就是公共利益，就是真假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命题

的要求根据刑法法的有关原则谈谈你的看法和原则，大家要

确定根据行政法什么原则，诚实守信原则，然后是现代利益

保护原则，然后是如何判断公共利益的问题。如何判断公共

利益是这个题的核心所在。回答这个题的时候，必然要回答

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问题，首先公共利益是一种优

先地位，原则上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公共利益，但是个人利益

对公共利益的服从并不能够导致对个人利益的抹杀，而是寻



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恰当的平衡，只有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而不得不牺牲个人利益的时候，才能够牺牲个人利益，这

个时候就涉及到很好的很重要的判断标准问题，就是如何界

定公共利益。因为公共利益它的概念非常地抽象、模糊，它

所涉及的生活非常广阔，而且这种生活又处在不断地变动当

中，关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必然涉及到程序问题，依照什么程

序来界定公共利益，通过程序正义来保障实质正义的出现，

又提到行政法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正当程序原则。 行政机关界

定公共利益的时候，应当举行相应的听政程序，进行论证会

，在界定公共利益的事由所涉及的范围内，召集相关的人进

行听政，进行论证，又涉及行政法另外一个原则就是正当程

序原则。行政法的诚实守信原则和程序正当原则都有考察。

这里还有一个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真假公共利益的问题，为

了维护个人利益，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不能够一味地牺牲个

人利益，有时候个人利益会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来损害其他

个人利益，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关于这个题注意到，在我

们的书里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内容，尤其是在法理学里面

，行政法部分，依法行政部分也讲到了公共利益的问题，当

然教材里的论述不是很充分的，万国的邹建刚老师，很多学

员非常感激他，他在提纲里就花了很大的篇幅专门论述公共

利益，为什么这么强调公共利益，在此前大家都注意到，著

名的重庆的钉子户，钉子户就引发了大家关于公共利益非常

广泛的利益，最后出题没有考察钉子户的例子，同样把落脚

点放在公共利益上，这点是我们一再强调的，相信听过万国

课的考生朋友们肯定答好这个题。 这个题是用比较封闭型的

考题，你怎么回答基本上是被限定死的，不能够跑题，而与



此相比另外一道题，甲题是开放型的试题，让大家自选角度

进行回答，这个题非常值得琢磨。首先试题给大家两段材料

，材料一是说古代人的法治观念，引用了《幼学琼林》和《

增广贤文》里面的观点，虽然中国古代有个别的讼棍，这个

说法也说明了中国厌讼，把今天为了维护法制建设的律师称

为讼棍。材料第二段引用了我们国家领导的一句话，还有肖

扬的书面材料，在近年来我国的受理案件不断增加的情况，

一个是古代人的说法，另外是现代人的新闻报道。一个是观

念，一个是事实。这么两段材料，涉及到古今的差异，涉及

到历史的变迁，怎么对这个变迁来进行解释，这个是这个题

的核心问题，审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里的重点就在于

变化二字，必须说明古代如何而今天如何，为什么会发生这

个变化，无论你选择哪一个角度，都必须兼顾古今论述变化

的原因，这是答这个题的核心所在。怎么回答这个题，命题

人让大家自选角度，有很多角度来进行选择。如果你不太好

选择，可以用简单的办法，首先笼统地假定变化是好的，你

论述变化为什么好，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在论证为什么有

这种变化的时候，又有两个视角，就是外部和内部视角，最

核心一点，为什么在古代人们主张无讼、厌讼，在现代为什

么有这么多官司，核心一点就是法制的现实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从周朝以德治国，发展到今天依法治国，这么一种历史

的巨大变迁，是法律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

以德治国框架下，统治阶级本身不依赖与法律来统治国家，

统治的手段主要是道德归训，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

，这样的阶段里，法律处于无诉的地位。自古以来很多古代

的圣贤都主张耻讼，这些主张都跟法律的现实相一致的，就



是贬低法律抬高道德，这是古代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所必然

道德的结果就是法律处于附属地位。 在现代文明是法治文明

，党和中央政府都明确强调这一点，1997年依法治国写进了

宪法，2004年国务院又明确推出了推进依法，全面实施依法

行政的实施纲要，依法治国成为今天的主旋律，在依法治国

的时代里，法律就是这个国家最高权威，一切的事情都要由

法律来决断，关于利益的分配，关于利益纠纷的解决，都是

通过法律来进行调整。所以人们案件的不断增加，这是理所

当然的事情，核心一点，就是法律地位的变化。回答这个题

一个非常好的角度就是从医德治国到依法治国，这个千年的

变迁，这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可以回到内部的视角，

就是为什么法律会发生这么一个变迁，在古代是主张无讼、

厌讼，在今年权利意识高涨，人们喜欢打官司，法律处理的

案子逐年增多，这有着法律的演变，也有法制观念的演变。

可以说从法律方面来讲，古代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是镇压的体现，并不保护劳动人民的工具。在今天实行社会

主义法制的中国，法制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反映人民群

众的意志，能够维护人们的利益。人们更愿意利用这样的法

律，而且在古代人们的法制观念也不是很强，在今天权利意

识不断地高涨，法律观念不断提升，这跟我们国家不断推行

的普法教育的功能分不开。回答这个问题把古今法治优劣，

人们的法律观念的演变，法律意识，法律教育这方面回答。 

除了肯定的视角之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答，在古代主

张无讼、息讼，在今天案件不断增加是不是绝对的好事，也

是可以评价的就是古代观念在今天人们有适用，案件不断增

加，这不见得是一个好事，从好的方面来看，表明人们的法



律意识增强，表明法院的作用增强，也表明我们国家离依法

治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是所有的纠纷都通过法律来解决，

这不是现实的，也不是经济。诉讼的程序非常烦琐，诉讼有

一个成本，既浪费当事人的时间和金钱，同时又会造成对国

家司法资源的占用。一切事情都求助法律，这未必是一件好

事，通过非诉讼手段来解决问题，比如说来进行调解，来进

行和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所以古代息讼的观念

在今天也非常具有价值的。最高人民法院在年初所发布的加

强人民法院调解作用，促进人民法院在和谐社会建设当中的

作用里，专门发了一个批文，就强调了这一点，要加强法院

的调解之责，以利于和谐社会建设。古代的息讼观念在今天

的和谐社会建设也是很有价值的。关于这个题我们可以从多

个角度来解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回答，审题不能有偏离。 

张震：卷四普遍感觉比较容易一点，就像公司法在考试之前

各个机构都会预测一下公司法的考题，因为公司法像06年公

司法和票据法和破产法结合在一起考，考生普遍感觉这块的

知识点比较难，今年的公司法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点，考察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以及高管违规担保自我交易还有在什

么情况下，公司的股份回购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今年的公司

法题比较容易的。刚才杨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两个论述题的答

题思路以及方法。从两个论述题出题思路来看，如果今年的

考生比较喜欢，关注于培训机构和上网了解考前信息的话，

对今年通过司法考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一题社会主义法

制理念和最后一题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这在万国的培训过程

中，都是在提纲里以及邹建刚老师的博客里有明确体现，对

经常关注考前信息的考生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即将



成为08年司法考试的提醒，就是在考前最后半个月，考察考

前信息和各大培训机构对考前知识点的预测，对司法考试具

有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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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