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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研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究竟应当为何。
在阐述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的演变和解释论，试图揭示其发展规律之后，重点讨论违法原则和过错原则
何者更适宜作为我国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研究》从行政赔偿的范围、性质、方式、域外评价以及历史根源等多个角度对过
错原则进行了分析，认为其不宜成为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与之相对，作者赞成违法归责原则，从理论和桂会背景等方面对其作了证明，也认为其适用仍会遇到
一定的阻碍和闲难，主张通过充实和发展其内容促使其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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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刚，华东政法大学教师，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公开发表论文10多篇；参与撰写著作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案例与图表》（副主编，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等10余部；主持
省部级课题1项，参与各种科研项目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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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如前文所述，行政追偿从性质上看，是一种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内部管理
关系。
行政追偿本身就与行政赔偿在种类、归责要件、程序和标准等方面不同，它们俩，一个是规定外部管
理关系的，另一个是规定内部管理关系的。
行政追偿制度不应当承担本应由行政赔偿制度承担的责任，反过来，它也不能将应当由自己承担的责
任转移给行政赔偿制度去承担。
行政赔偿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平衡行政公务的执行与相对人权益的保护这两种利益。
在平衡的过程中，为了同时满足提高行政效能和保护受害人权益两项要求，行政赔偿制度逐渐采用了
自己责任说作为该制度的性质。
也就是说，行政赔偿制度规定行政赔偿责任是国家自己的责任的主要出发点并不是去保护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的权益，尽管客观上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行政赔偿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平衡国家利益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个人利益的功能不再由该制度承担
，或者说，主要不再由该制度承担。
如果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直接向受害人承担责任的制度普遍化为行政赔偿的一般制度，就等于是将本
应由内部行政管理制度解决的问题转移给了外部行政管理制度，从性质上看，这种功能的转移对行政
赔偿制度和行政追偿制度都是不公平的。
总的来说，本书认为，行政追偿制度本就是一个与行政赔偿制度不相同的制度，不能因为行政追偿制
度的实效不高而去责问行政赔偿制度，那是找错了对象。
行政追偿制度实效的提高应当通过加强行政内部管理体制和完善外界监督的方式实现。
这个问题本身和行政赔偿制度关系不大。
 不仅如此，如果直接确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受害人负责，还将严重损害当前的整个行政赔偿理论体
系。
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家同时作为行政赔偿的主体存在于行政赔偿制度中，那么，对行政赔偿制
度的性质作解释的自己责任说将会退出历史舞台，代位责任说将重新站在舞台的中央。
而代位责任说和很多已经比较成熟的行政法学理论、其他学科相关理论存在不一致的内容。
例如，代位责任说如何面对法人行为属于法人而不是法人组成成员的现代民法观点？
再比如，按照代位责任说的理论，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应当与实施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承担
责任的构成要件相一致，这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是相冲突的。
难道我们为了追求行政追偿制度的高效而去更换整个行政赔偿的理论体系？
这岂非因小失大，或者说舍本逐末，放弃了行政赔偿制度最终极的目标？
还有，即便代位责任说能够解决追偿制度的实效性问题，它又如何去解决行政赔偿中无过错责任的理
论问题？
 综上所述，行政追偿制度的实效确实应当提高，但是，应当限于由行政追偿制度自己提高，不宜将解
决问题的困难推脱给作为旁观者的行政赔偿制度。
否则，势必会导致整个行政赔偿理论体系甚至整个法律体系都限于理论混乱的状况。
 （三）过错归责原则不符合行政赔偿性质的域外法制解读 在讨论行政赔偿的性质究竟应当采取代位
责任说还是自己责任说时，很多学者举出域外行政赔偿制度中存在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直接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的例子，以此证明代位责任说更为恰当，或者证明代位责任说和自己责任说的争论未必会有
定论。
既然实然法上确实存在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直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情况，那就必须要面对这些制度，
讨论这些制度会对自己责任说和代位责任说的争论产生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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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研究》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究竟应当为何。
在阐述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的演变和解释论，试图揭示其发展规律之后，《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研究》重
点讨论违法原则和过错原则何者更适宜作为我国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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