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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全国统一命题考试

行政法学试题

标准答案、详细解析及评分参考

（课程代码 00261）

注意事项：

1、本试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选择题，第二部分为非选择题。

2、应考者必须按试题顺序在答题卡（纸）指定位置上作答，答在试卷上无效。

3.涂写部分、画图部分必须使用 2B 铅笔，书写部分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签字笔。

1

第一部分 选择题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卡”的

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 ）。

A.行政关系

B.监督行政关系

C.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

D.民事法律关系

标准答案：C

高远解析：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

试题点评：2018 年 10 月单选题第 1题、2017 年 4 月单选题第 1 题、2015 年 4 月单选题

第 1题、2012 年 10 月单选题第 2题。

2.下列不属于行政法的一般渊源的是（ ）。

A.宪法

B.法律解释

C.法律

D.行政法规

标准答案：B

高远解析：行政法的一般渊源，指国家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各自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包括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等。

试题点评：2017 年 10 月单选题第 1题、2015 年 10 月单选题第 12 题。

3.实体行政法与程序行政法划分的标准是（ ）。

A.行政法规范的性质

B.行政法规范

C.行政法的作用

D.行政法调整的对象

标准答案：A

高远解析：以行政法规范的性质为标准进行划分，行政法可以划分为实体行政法与程序行

政法。选项 A正确。

1注：试题答案解析依据自学考试指定教材《行政法学》（2012 年版，湛中乐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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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点评：2017 年 4 月单选题第 2 题、2016 年 4 月单选题第 1 题、2013 年 10 月单选题

第 3题。

4.下列不属于行政合理性原则具体内容的是（ ）。

A.正当考虑

B.平等对待

C.目的合法

D.法律保留

标准答案：D

高远解析：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1）行政行为符合立法目的；（2）行政行

为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3）平等适用法津规范，不得对相同

事实给予不同对待；（4）符合自然规律；（5）符合社会道德。

法律保留原则是指行政活动的作出必须取得法律的授权，必须有法律的明文依据，属于行

政合法性原则。因此，选项 D不属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具体内容。

试题点评：2015 年 4 月简答题第 43 题。

5.下列不属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是（ ）。

A.行政合法性原则

B.罪刑法定原则

C.行政合理性原则

D.法律优先原则

标准答案：B

高远解析：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它是贯穿于行政法关系之中，指导行政法

立法与实施的根本原理或基本准则。行政法治原则对行政主体的要求可概括为依法行政，具休

可分解为行政合法性原则和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具体内容包括法律保留原则和

法律优先原则。因此，选项 B不属于行政法基本原则。

试题点评：2018 年 4 月简答题第 43 题。

6.下列属于中央行政机关的是（ ）。

A.中共中央

B.中央军事委员会

C.公安部

D.最高人民法院

标准答案：C

高远解析：中央行政机关是领导全国和各地方行政工作的最高行政机关，它是一国行政体

制的核心，包括：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员会、国务院直属机构、部委管理的国家局、国务

院办公和办事机构。

试题点评：2014 年 4 月单选题第 23 题、2013 年 10 月单选题第 5题。

7.下列关于国家行政机关特征的描述，正确的是（ ）。

A.国家行政机关具有高度民主性

B.国家行政机关具有绝对独立性

C.国家行政机关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权威性

D.国家行政机关具有非服务性

标准答案：C

高远解析：国家行政机关的特征：（1）国家行政机关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权威性；（2）国

家行政机关具有执行性和法律从属性；（3）国家行政机关具有相对独立性；（4）国家行政机

关具有适应性和创造性；（5）国家行政机关具有统一性和层级性；（6）国家行政机关具有社

会性、专业性和服务性。

高瞻远瞩，笃信好学。 第 2 页 共 11 页 原创不易，禁止转载！

更多资料关注“学硕学堂”微信公众号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