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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政组织法是宪法和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进程中，加强行政组织和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不仅对于深化政府机构
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助于推进对宪法和行
政法的整体研究，并丰富宪法学、行政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行政组织，是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承担
行政任务的行政机关以外的其他社会组织。
它们是行政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属于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范畴。
　　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在国外大致有两种模式：大陆法系模式和英美法系模式。
　　大陆法系国家，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比较全面，如在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行政法著作中，行政组
织法都是重要内容之一。
这些国家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主体或行政法主体、国家行政组织、地方政府及其他
行政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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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组织法研究》系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之一。
《行政组织法研究》在总结个人研究心得前人研究成果和实践发展基础上，较系统地探讨了行政组织
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并就完善我国的行政组织和行政组织法进行法学思考。
主要内容包括行政组织法基本理论、国家行政机关组织法、地方行政组织法、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
体、行政机构编制法和公务员法六部分。
为了反映行政组织法新的理论成果、制度建设中的新发展及主要国家行政组织的新变化，《行政组织
法研究》在理论的分析、资料的选用、制度的介绍和观点的阐述上，注意做到了新颖性、准确性、规
范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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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进，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北京市
法学会理事、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1985年、1988年先后存武汉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199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宪法
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
1994年分配到国家行政学院任教；1994年6月至1999年3月经批准在美国世达律师事务所（Skadden
，Arps）北京代表处兼任中国法律顾问；2007年12月获欧洲行政学院高级培训师称号。
主持多项国家课题，主要从事政府与宪法、国家机构和行政组织、地方制度等领域的研究，在《法学
研究》、《中国法学》、《法学》、《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等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比较地方政府
与制度》等专著八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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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组织法的含义、归属和研究范围或主要内容三、行政组织法的基本原则或立法原则四、现代行政组
织法的发展趋势第二节 行政主体一、行政主体概念、意义和地位二、行政主体理论的形成和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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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关的法律意义和法律地位三、行政机关的分类、结构和体制四、行政机关的权限五、行政机关
之间的相互关系第四节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与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一、概说二、法律、法规、规章
授权的组织三、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第五节 行政机关组织法一、我国行政机关或行政机构的范围二、
与行政机关或行政机构有关的行政行为三、我国行政机关组织法的主要内容和渊源形式四、我国行政
机关组织法的基本类型第六节 中国行政组织立法一、中国行政组织立法沿革及特点二、行政组织立法
的不足三、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的意义四、健全和完善政府组织立法的设想第二章 国家行政机关
组织法第一节 中央或联邦(联邦主体)行政组织的基本原理一、政府组织形式二、主要西方国家中央或
联邦政府(内阁)的组成和职权三、主要西方国家中央(联邦)行政组织第二节 国务院一、国务院的性质
和地位二、国务院的组成和职权三、国务院的领导体制和会议制度第三节 国务院行政机构一、国务院
行政机构的范围和分类二、国务院机构设置第四节 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职权和行政主体资格一、国务院
行政机构的职权的依据二、国务院及其行政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三、国务院行政机构的内设机构和国
务院规定的承担具体执法职责的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四、部门规章授权组织的主体资格第五节 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监督与合作关系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
府的影响三、垂直管理机构与地方政府关系第六节 国务院机构的科学设置和法定化一、国务院机构的
调整二、国务院机构的依法规范第三章 地方行政组织法第一节 地方行政组织法概说一、地方政府概
说二、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和作用三、主要西方国家地方政府组织机构第二节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组织
一、中国地方政府行政组织的特点二、一般地方人民政府行政组织三、民族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和
特别行政区政府组织第三节 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行政机构的职能权限和行政主体资格一、地方人民政府
及其行政机构的职能权限的依据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行政机构的行政主体资格第四节 地方人民政府
职能、机构的科学化和法治化一、地方政府职能的科学界定和机构的合理设置二、进一步完善地方各
级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第四章 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第一节 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的界定和
范围一、概说二、主要西方国家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三、我国其他承担行政任务的主体第二节 依
法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一、事业单位的分类和依法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
特征二、依法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三、依法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
事业单位的行政主体资格四、依法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的改革和依法规范：以监管机构
为例第三节 依法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一、社会团体的概念、范围和分类二、社会团体的
职能及依据三、依法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作为类行政组织四、依法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
能的社会团体的行政主体资格：以体育协会为例第四节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一、村民委员会二、居民
委员会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行政主体资格：以村民委员会为例第五章 行政机构编制法第六章 
公务员法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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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日本，尽管国家行政组织多种多样，其管辖的事务和权限也不尽相同，但法律要求这些不同的
国家行政组织作为整体应保持其系统性和统一性。
如依照《内阁法》和《国家行政组织法》的规定，一方面，各大臣“作为主管大臣，分管行政事务”
，“内阁总理大臣基于内阁会议决定的方针，指挥监督行政各部门”，以保障国家行政组织中各省厅
的相对独立性。
另一方面，又规定“国家行政组织在内阁的统辖下，必须由具有明确管理事务范围与权限的整个行政
机关系统地组成”。
并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在内阁的统辖下，谋求行政机关的相互联络，使之发挥其整体的行政作用”。
其基本原则是：就特定事务而言，必须明确主管机关及其权限和责任，以防止出现权限争议，也有利
于便利国民和保障其权利。
　　广义的行政组织法，在日本，除了国家行政组织法、地方自治法外，还包括公务员法和公物法。
①在中国，有学者认为，行政组织法大致由行政机关组织法、行政机关编制法和公务员法构成②，即
为传统上广义的行政组织法。
　　（二）行政组织法的归属、主要内容或研究范围　　关于行政组织法的归属，一般认为，行政组
织法属于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范畴，也是政治与行政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内容或研究对象。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行政组织法系宪法学和政策学之范畴”；《宪法》所建立的民主、人民基本权
利等原则，“拘束并指引立法者之行政组织有关的决定。
由于《宪法》之相关条文简洁，不免有释义学的争论，尤其就行政组织权之归属，立法者一般享有广
泛裁量权；于在实质内容上，得依时空推演而为调整。
如此意义之行政组织（学），除了一方面衔接宪法学之外，另一方面也与行政学、社会学、政治学之
相关研究接轨。
行政组织法也属于行政法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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