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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行政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与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是同步的
。
自1983年中国第一部行政法教科书问世以来，已将近25个年头。
无论是在国家的立法上，还是在行政法的理论研究上，中国行政法学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该
法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我国的行政法治得到
了极大发展；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建立起了行政赔偿制度，标志着我国行
政法律责任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我国进一步推行行政法治奠定了重要基础；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作出规范，并在我国首次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
；199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建
立起了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救济制度，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
义；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行政立法进行了规范；200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较好的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特别是行政审
批制度的规范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拓宽了对行政行
为的监督范围和途径，有力的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200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
法》，在公务员的录用制度、分类制度、晋升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都具有突破性的创新，完善
了我国现代公务员制度；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有较多创新之处，新
增了行政复议听证审理方式，首次规定了行政复议和解与调解制度，增加了“驳回行政复议申请”的
行政复议决定类型，规定了行政复议不利变更禁止原则等等。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等法律也正在制定中，日后
，这些法律的出台将会使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将更加成熟和完善。
　　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经过十年左右
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行政法治是关键。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行政法导论>>

内容概要

本书无论是在体例结构上，还是在内容设置上都具有较多创新之处，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行政法与行
政诉讼法的基本理论与主要制度。
本书借鉴了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和成果，在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和实践问题上也不乏自己的独
立见解，力求观点新颖，努力做到科学、准确。
同时本书特别注重依据的更新，不仅援引了200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200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2003年颁布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最新行政法律法规，而且也注重参考正在审议和列入立法规划的行政立法
草案，以使本书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适应性。
    本书既可作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等本科专业的教材和公共选修课教材，又可用作行
政管理、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等本科教育及高职高专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还可供相关的
干部培训、职业培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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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行政活动的种类　　在我国，行政活动具体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合同
行为、行政指导行为、行政事实行为等。
　　一、抽象行政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广泛、不特定的对象设定具有普遍约束
力的行为规范的活动。
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主体制定行政法规、制定行政规章和制定各种规范性文件等。
　　抽象行政行为具有普遍的效力，它对某一类人或事具有约束力。
在法律性质上，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强制性的法律特征，并须经过起草、征求意见、审查、审议、
通过、签署、发布等一系列程序。
　　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的立法行为和行政机关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
行政立法行为，即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行为，是一种比较正式的，有严格的实体和程
序要求的抽象行政行为，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是正式法律规范形式的一种，其中，行政规章
又分为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两种形式。
行政机关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制定除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规定行政措施的行政活动。
行政机关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等级次于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要求也没有行政立法严格，但
在我国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具体行政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针对特定对象具体适用法律规范所作出的、
只对特定对象产生约束力的活动。
具体行政行为包括的范围极广，如对某个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作出的行政奖励、行政许可、行政
确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等，都属于行政执法活动和行政司法活动。
具体行政行为在功能上是具体适用法律规范而不是在设定具有普遍意义的规范，而且它针对的是特定
对象并只对特定的对象具有约束力。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做出的行政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的目的是要发生一定
的法律效果，使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取得、变更、丧失或者消灭等法律后果。
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律行为的特征，将其与行政事实行为区别开来。
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单方行政行为，而行政机关与其他民事主体达成合意，则是属于双方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属于外部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内部管理的行为如人事调遣、处分则属于内部行为。
　　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可以从下面几点来区别。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行政法导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