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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探索法治政府建设的道路上，已走过三十余年的历程。
在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背景下，我国行政法随制度建设从恢复到日臻完善。
一代代行政法学人不畏艰难，为行政法的发展，奉献一己之绵薄，耕耘于公法这片尚不丰腴的土地，
为法治政府的推行建言献策；一桩桩政府法制的往事尚历历在目，其间之艰辛险阻，自不待言。
然无一不告诉人们：每一阶段成果皆属来之不易。
1983年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科书《行政法概要》出版以来，我国行政法学在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
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智识资源：研习行政法的队伍成百倍扩大；学科相关教材、著作、论文目益增
多；行政立法工作亦步步展开；各种积极因素从不同维度推动了我国行政法学跨越式发展。
然而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学界也有一股浮躁之风，其表现为：“急功近利”、“言必
称西”、“妄自菲薄”、“闭门造车”。
且有日渐盛行之势，令人担忧！
此风不仅无益，甚至严重破坏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
当下实在有必要清扫一切浮躁不实之风，深刻作一反思：以清醒的头脑、清晰的思想，客观公正地评
价我国行政法的成败得失，以理服人地提出负责任的意见建议；以正确的理念、符合国情的思路，重
新审视中国自己的行政法发展路径。
由此定能更深切地感悟到：我国行政法历程中开先河的气魄与壮举；在中国法治政府发展路径上独有
的特色与优势；以及在发展趋势上的与时俱进和高瞻远瞩。
唯有如此，中国行政法学方能明确自身的定位，找回自身的主体性、自主性，才可能终结迷惘与无序
的研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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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中国独有的社会制度与行政管理经验，秉持客观描述的立场，在结构上，区分行政法总论
与分论，使行政法在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的层面上实现了统一；在内容上，以“学理—制度”相
结合的写作模式，在吸收行政管理学之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归行政之本质，科学阐释了行政法
基本范畴与具体范畴，发展与完善了我国自足、自洽的行政法理论，也恢复了对行政科学认识的完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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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行政法治、福利国家、给付行政等理念的普及，形成新政策、新制度；行政职权已经突破消极行
政（秩序行政或规制行政）的范畴，不仅兼顾消极行政与积极行政（给付行政），而且逐渐以给付行
政为主。
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与公民权利意识的兴起相辅相成的，人民得到行政
主体的给付，已经不再是“恩赐”，而是一项法律权利。
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对于行政关系的调整模式也发生变化，行政法不再局限于维持秩序的消极功能，
开始更多地兼顾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功能。
一、行政职权的含义在西方国家，与“行政职权”范畴相近的概念是“行政权”。
行政权的出现，与权力分立理念具有天然联系。
在“三权分立”学说与制度实践的推动下，行政权从国家权力体系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一种相对独立的
公权力。
基于权力分立理念之下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处于并列的地位，三者形成分立与制衡的权力格
局。
应当承认三权分立学说在历史上曾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当今奉行三权分立理论的国家的实践——例如
英国的委任立法、美国的独立管制机构、法国的行政法院设置等——都表明这一学说陷入了难以自圆
其说的困境：一方面，依权力分立制，各项权力彼此独立并且由不同的国家机关享有，它们之间处于
平等地位，但存在相互制约、抗衡的关系；另一方面，上述国家的行政机关亦享有立法权、司法权，
各项权力之间的界限早已日渐模糊，这本身便意味着权力分立制的自我消弭与权力分立理论的无法自
足。
从更根本的层次上说，权力分立学说无法解答“国家权力是可分的还是不可分的”此一争论已久的问
题。
我国奉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职权分工模式，则避免了权力分立模式的上述尴尬困境。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在我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地行使国家权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权力是不可分的；但“权力不可分”并不意味着权力行使的各项职能不可以
分T合作。
为了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国家机关能够通力协作、互相监督，我国宪法确
立了职权分工的模式，即明确划分了国家立法职权、行政职权、司法职权和其他国家职权，同时规定
行使这些职权的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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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行政法概要》植根于行政法内在结构与逻辑，构建行政法学较完整的体系。
与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学教科书《行政法概要》相呼应，本教材在宏观体系上予以继承，即区分行政
法总论与分论，使行政法在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之层面上实现统一；教材在微观体系上也有所发
展，行政法总论部分，具体分设绪论、主体、活动、公产以及监督等五编，每一编、每一章下又设“
概述”部分，从而形成了多层次的“总论与分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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