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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研究生教育以个性化培养为主体。
导师通过理论前沿介绍、学术观点比较、课题研究指导等方式，实现对于研究生学习能力、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
研究生阶段的教育，也需要对于学科领域中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和学术观点进行介绍和评析。
对于某些重要的学术专题，尤其需要拓宽视野，加深理解，在广度和深度上区别于本科层次的学习。
就教学活动而言，导师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更多地依靠导师自身的学术经历和学术心得，依靠导师的学
术预测和学术展望。
而这些，主要是导师的经验性总结和经验性预期。
随着学术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对于人才培养新的需求，研究生培养在经验性指导的同时，也越来越多地
需要理性的设计。
一部既能够深入介绍本学科重大理论问题、又能集中反映本领域学术前沿观点的教材，无疑能够适应
研究生教学中经验、理性的双重需求。
　　2002年我们在京的几位长期从事法学专业研究生教学与培养的导师们闲议此事，逐步达成共识。
而这一想法，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几位学者型出版家一拍即合。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确定了法学专业研究生系列教材的编写方案和编写计划。
　　本系列教材，首先是对于法学专业研究生教学、培养进行理性设计的产物。
研究生教育，属于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精英教育。
经过法学专业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受教育者应该对于法学这一博大精深的学科体系有着良好的宏观把
握；对于主攻领域，则应掌握学科前沿，了解学术争论。
与此同时，还应该体会学习方法，冶炼研究能力。
着眼于此，本系列教材选取相关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和重要学术观点，从拓宽视野、发掘深度两
个方面，建构框架，展开内容。
　　本系列教材，也是对于法学专业研究生教学、培养的经验性概括与总结。
教材编写者长期从事研究生教学、培养活动，形成丰富而且卓有成效的经验，从学术观点的凝练、到
研究课题的指导，从学术难点的化解、到学术争论的评点，已经固化的研究思路作为一种学术经验，
在学术活动中起到令人叹为观止的效能。
经验总是因人而异，但学术领域中的经验，能起到激发灵感、启迪思路的作用。
本系列教材是作者们丰富教学经验的结晶，在处理学术重点、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等方面，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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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般行政法原理》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研究生教学用书”行政法系列教程之一，适应时代
的需要，对行政法原理原则和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一般行政法原理》共分为五编，包括绪论编、主体编、公产编、活动编和监督编。
《一般行政法原理》作为专著性教材，在内容上，既注重行政法基本知识的系统介绍，又注意行政法
理论与实践的深层次剖析；既着重阐述中国行政法，又适当引介外国行政法，体现专与博的结合。
在方法上，既有对现有成果的继承，又强调未来的创新；既考虑到知识性，又不忘可读性。
目的在于培养学术思维的同时，为读者提供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空间。
《一般行政法原理》不仅适合法学专业研究生研习，也适合其他专业和社会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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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行政　　近年来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NPM）试图用企业的精神和原则再造政府，力
图使政府“瘦而美”、“小而能”。
问题在于：工商管理意义上的行政与公共管理意义上的行政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它们是否必然遵循各
自特殊的规则体系因而根本不可能“再造”?　　看来，行政虽然是行政法的规范对象，是学习行政法
的逻辑起点，但是，行政法却并非“行政”与“法”的简单组合。
要明确行政法的范围、结构和体系，必须首先明确行政在行政法上的特定内涵和外延。
由于行政的组织形式及其职能纷繁复杂、形态多样，行政的理论界定就显得特别困难。
　　第一节　行政与公共行政　　行政法上的行政即公共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国家授权的社
会组织，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依法对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
　　行政（Administration）的本义是管理（Management），而管理的形态多种多样，并非一切“管理
”都属于行政法的规范对象。
要准确把握“公共行政”，应当从如下三方面逐一进行。
　　一、区分公共行政与私行政：形式意义的行政　　识别公共行政的首要标志是主体。
公共行政是国家或者国家授权的社会组织进行的管理活动，而私行政是指企业、事业单位进行的自我
管理活动。
公共行政与私行政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不同，以主体为标准界定的公共行政在行政法学上称为形式意
义的行政。
　　以主体的不同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明确公共行政与私行政的其他区别：　　1．目的不同。
公共行政以公共利益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为目的，私行政虽然必须符合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得违
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但是其真接的目的的却是企业、事业单位自身的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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