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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吉林大学法学院创建于1988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法学院之一，其前身是吉林大学法律系，现在
已经成为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良好声誉、重要地位的法学教育与研究基地。
　　法学院现已获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招生授予权，目前设有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
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和国际法学、法律史7个博士学位专业，同时设立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其中法学理论专业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刑法学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内拥有
广泛影响；民商法学是法学院具有多年学术积淀和特色的优势学科，拥有一批发展潜力大、在国内较
有影响的专家和中青年学者。
法学院设有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
资源法学、国际法学和军事法学l0个法学硕士学位授权专业和法律硕士授权专业。
　　我院研究生教育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建立了多层次的培养体制。
目前共有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博士、博士后、单独考试、高校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同等学历攻读硕
士学位等七个培养层次，为我国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人才。
　　法学院是知识的殿堂、人才的摇篮，是所有吉林大学法学人、法律人的心灵家园。
近年来，吉林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教育蓬勃发展。
从2001年至2008年，法学院共招收并培养了博士生610人、法学硕士2178人、法律硕士988人。
无论是生源质量，还是数量，在国内都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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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学院现已获得法学一级学科博士招生授予权，目前设有法学理论、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
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和国际法学、法律史7个博士学位专业，同时设立有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其中法学理论专业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刑法学作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内拥有
广泛影响；民商法学是法学院具有多年学术积淀和特色的优势学科，拥有一批发展潜力大、在国内较
有影响的专家和中青年学者。
法学院设有法学理论、法律史、宪法与行政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
资源法学、国际法学和军事法学l0个法学硕士学位授权专业和法律硕士授权专业。
我院研究生教育积极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建立了多层次的培养体制。
目前共有法学硕士、法律硕士、博士、博士后、单独考试、高校教师攻读硕士学位、同等学历攻读硕
士学位等七个培养层次，为我国法学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培养了大批高层次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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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具体而言，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一种“正义而又良好的社会公共秩序，以及通过这一优良的社会
公共秩序所带来的社会各要素、各方面或各层次之间的融洽互动和协调发展之理想状态，甚至还包括
社会精神生活和社会全体成员个体的精神心理状态的和谐安宁状态”。
①由此不难看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诸种关系，包括公民个人之间、经济主体之间、社会团体之间、
公民与政府之间等一系列关系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和谐。
因为，和谐社会的理念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公共秩序，社会公共秩序的良好运行尽管离不开作为私人
主体的公民个人之间、经济／社会团体之间的协调共存，但更为重要的乃至于起支柱作用的是作为私
人主体的公民与作为公共主体的政府之间的关系——社会公共秩序的结构根基就是公共主体与私人主
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如果缺少了作为公共主体一方的政府，“社会公共秩序”就不再成其为“公共
”秩序，和谐社会的一系列构想也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参与方。
　　既然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关系，那么政府行政权的运行状况也就成了实
现和谐社会理想的重中之重。
实际上，行政权由于其固有的某些特性可能会侵犯公民权利，扰乱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正常关系，从而
成为和谐社会中不和谐的音符。
因为，行政权就其实质而言，不啻为一种可以强制他人服从的力量，是行政主体代表国家强制被管理
者服从的力量。
由于行政权是一种带有支配、命令、强制等特性的权力，故其行使本身对于承受者就蕴含着某种可能
的侵犯性；再由于行政权的行使者基于公务需要，往往被赋予较宽幅度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这又致使
行政权的运用具有某种扩张性、任意性；而且，行政系统内部层级式的机构设置方式、下级服从上级
的组织原则，决定其纵向上的支配力明显强于横向上的制度力，习惯于排拒内外干预，把某种意志一
贯到底，而缺乏自律自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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