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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陆法系传统上是以行政主体、行政行为和公物三位一体来架构行政法。
公物制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却是鲜少有人涉足的
“灰色地带”。
《法学部落：行政法视野里的公物利用研究》尝试以行政法律关系的分析框架来构筑公物利用制度，
通过对公物的概念及判定标准，公物利用的理论基础、基本原理和具体形态，以及公物救济等方面的
探讨，对公物利用制度作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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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侯宇，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领域为违宪审查、基本权利保障，行政行为法、公物制度以及食品药品监管：参加国家社科
基金、司法部和中国法学会课题5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在《中外法学》、《环球法律评
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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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公共利用和独占利用 根据公众同时利用的人数的不同，可以将公物利用区分为集体
的公共使用与个人的特许使用。
前者是指由一般公众共同使用，不需要指明具体利用人，如在公共道路上通行，在免费公园或广场上
散步；后者是指由特定的人独占使用公物的一部分，如通过特许授予某人海域使用权、矿业权、渔业
权等。
 在特定的情形下，很难区分公共利用和独占利用，如一般认为取水许可属于公共利用。
通说认为，公共利用和独占利用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公共利用属于在公物的原始的本来的目的性用
途之中，所以并没有赋予利用人以某种权利，只是使其获得了因该类公物目的性用途设定而产生的反
射利益；而独占利用则超越了该原始的本来的目的性用途，赋予了利用人以继续利用的特别权利。
 （四）自由利用和许可利用 根据提供给公众利用的方式的不同，公物利用分为自由使用和许可使用
。
前者是指在不妨碍他人利用的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无须许可地按照公物的目的性用途进行的利用，
如对国家建设的免费公路、免费公园的使用；后者是指在物的目的性用途范围内，公众对该类公物的
使用需要管理机关事前的许可，如根据《公路法》第50条的规定，对超限车辆确需在公路、公路桥梁
上行驶的，必须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的批准。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公物不能在所有情形下都满足对所有人提供公用的要求，因此为了平衡利用人之
间的利益，法律、法规或规章对公物利用设定普遍限制或禁止性规定，并对利用人的利用实施许可制
度。
所谓许可，又称免除行为，乃是对于原负有作为、不作为或忍受之义务，予以免除，亦即解除其对于
自然自由之拘束而已，使对自然自由，无所附加。
因此，自由利用是以无条件的一般许可为前提，对于一般公众，容许其自由使用；而许可利用，其一
般许可的效果，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系于一定的条件必须具备，才能产生许可的效果，这并不是设
定权利的行为而是对不具备条件的，禁止其使用，具备条件的，解除其禁止，与自由使用的情形相同
。
 有学者认为，广义的许可利用除一般意义上的许可利用外，还包括限制利用。
限制利用是指，公物管理机关为防止公物受不当的利用或者为了增进公物的利用效益，凭借其公物权
力而限制特定人对公物的利用，如对特定路段或桥梁的载重吨位限制。
但对利用人进行的普遍性限制不属于许可利用。
许可利用和特许利用也有区别。
特许利用是指，公物管理机关在特定公物上为特定人设定公法上的利用权，而使其继续、独占地排除
他人利用，如取水许可、在公路下方安装煤气管道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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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学部落:行政法视野里的公物利用研究》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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