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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最长的繁荣期”，被许
多专家称为中国模式，也令许多发达国家惊叹不已，甚至出现了欧美许多国家排斥中国货、担忧其地
位被“中国制造”所取代而焦躁不安、蠢蠢欲动，与其所一贯主张、标榜的全球化理念极不相称的不
和谐现象。
这些现象都从某种程度上反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表明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已经开始觉醒，表明
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已经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许多领域或者方面也的确存在或者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甚至是严
重的问题。
例如，在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出现了国民收入低水平下的“流动性过剩”，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
化严重，甚至出现了“二次分配”的逆向调节，尤其是中国的房地产领域的制度安排和适用过程，被
公认为“当今中国城市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在民生领域，不仅有被公众称为“新三座大山”的高房价、上学难和看病贵这三大难题，而且还出现
了失业者增加、就业压力加大等棘手问题。
①新一届中央领导上任伊始，就看到了这些问题的危险性及严峻性，提出了“以民为本，执政为民”
的执政理念，在强调“以人为本”、“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将“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
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作为和“发展”同样重要的执政党的“两大历史任务”。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以民为本”的执政导向逐步从理论和思想层面全面走向具体的操作层
面。
而让人们期待已久、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大事，则是公共财政让公众分享的具体措施和落实。
中国目前正用更多的精力关注和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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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比较行政法研究所举办的第二届比较行政法
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该研讨会紧扣当时中国各界所普遍关注、目前举国上下正在致力研究和推进的民生课题，围绕给付行
政的法原理和相关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注重借鉴和吸取域外的制度经验与研究成果，并
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进行了中国给付行政法体系的构建，为“社会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法理支撑
，为中国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相应的行政法理论和法制度的支持，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和谐社会的
实现。
    我们从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选取了22篇，整合汇编为《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
性研究》。
这是我们在《比较行政法——方法、规制与程序》这个“崭新的开始”和“令人欢欣鼓舞的起点”上
迈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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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给付行政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早在18世纪的“警察国家”，作为一种行政形态，给付行政便已经
产生。
例如德国法学家克吕贝尔在其1840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国家警察⋯⋯有两大任务：安全和福利或
使国民达到完善。
安全警察的任务是制止违法行为和自然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危害事件。
促进福利或使国民完善的警察，其任务则是追求和提高社会成员的身体、感官和思想的良好水平。
第一个是狭义上的国家警察，因为它和国家的目的直接相关；另一个是国家社会警察，因为它和国家
目的的关系是间接的，但与国家居民共同社会的幸福生活有着直接关系⋯⋯”④但是，行政法之父奥
托·迈耶在19世纪末建立系统化的行政法理论时，是以权力行政的典型形式——行政行为为核心来构
建的；通过强调行政行为的形式要素，将有关行政的法整合为内在统一的、形式化的逻辑体系。
“行政只能以其特有的权力行为来维护其同等性，这就是对应于司法裁判的行政行为。
这不是立法者有计划的创造，而是由一种内在的必要性自发形成的，学者、行政机关的要求以及一些
法律规定共同促成了其形成。
今天，行政行为已经成为了行政法律规范的核心。
”②当时行政法的这种形式化倾向，一方面是因为19世纪的德国奉行自由主义法治国③，个人自由不
受公权力的侵犯被放在首位加以考虑，而给付行政仅处于次要的或者可以忽略的地位。
④另一方面是基于方法论上的考虑，“因为自由主义理性法的法律概念是形式上的，所以针对这个概
念的法学方法也必须是形式主义的，而不是目的论的”⑤，而有关提高公民福利的非定型化的行政活
动，则无法被化约为形式化的行政行为概念所涵盖。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历史社会条件发生重大变化，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
垄断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两类现象：“一方面，是指经济的集中过程（全国性公司以及跨国公司的先后
兴起）和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组织化；另一方面，则是指这样一个事实：随着市场功
能缺口的增大，国家开始对市场进行干预。
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增大⋯⋯用国家干预来补充和部分取代市场机制，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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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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