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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法学专业十四门主干课程之一，行政法学在我国法学体系和法学教育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为了推动我校法学学科主干课程教材体系的建设，由法学院行政法学教研室组织编写了这本《行政法
学》。
本书是南京师范大学“十五”重点建设教材之一，主要面向法学专业本科生教学使用，也可以作为行
政管理专业、政治教育专业等大学本科学生的行政法学课程的教学用书和参考书，还可以作为各级各
类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培训的行政法学教材。
本书旨在对现代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行政法律的基本制度进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和叙述。
全书由导论和十九章构成，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导论主要论述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至三章
主要论述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第四至十五章主要介绍行政法基本制度，第十六至十九章主要介绍行
政救济法律制度。
为了便于读者掌握主要内容，每一章都有“本章要点”；为了使读者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加深对教学
内容的理解，提高读者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扩大阅读量，每一章正文后都附有“阅读
材料”或“参考案例”、“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本书是集体协作的产物，写作分工如下(按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刘旺洪：导论、第二章；韦宝平：第
一章、第十八章；范晶波：第三章、第十六章；潘运军：第四章；邹玉政：第五章、第六章；黄学琴
：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侯菁如：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汪汉斌：第十四章
；李丰：第十五章、第十九章；汤卫东：第十七章。
在初稿完成以后，韦宝平教授参与了本书的统稿工作，侯菁如老师参与了书稿的技术整理等具体工作
；全书最后由刘旺洪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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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学校教材：行政法学》旨在对现代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行政法律的基本制度进
行较为系统的介绍和叙述。
全书由导论和十九章构成，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导论主要论述行政法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一至三章
主要论述行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第四至十五章主要介绍行政法基本制度，第十六至十九章主要介绍行
政救济法律制度。
为了便于读者掌握主要内容，每一章都有“本章要点”；为了使读者进一步拓宽知识面、加深对教学
内容的理解，提高读者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扩大阅读量，每一章正文后都附有“阅读
材料”或“参考案例”、“参考文献”和“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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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行政法学界说 一、行政法学的概念二、行政法学的特点第二节 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 一、
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二、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三、日本、韩国行政法学的
历史发展四、中国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第三节 行政法学研究方法论 一、行政法学研究的基本观点二
、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第一章 行政法概述 第一节 行政法的概念 一、行政与行政权界说二、行政法三
、行政法的特点第二节 行政法的历史发展 一、大陆法系行政法的历史发展二、英美法系行政法的历
史发展三、中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第三节 行政法的渊源与分类 一、行政法的渊源二、行政法的分类
第四节 行政法的地位与体系 一、行政法的地位二、行政法的体系第二章 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
则 第一节 行政法的基本理论 一、行政法基本理论界说二、行政法的价值目标三、行政法的基本价值
取向第二节 ．法治与法治政府 一、法治的意义阐释二、法治政府的基本理念第三节 行政法的基本原
则 一、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界说二、行政合法性原则三、行政合理性原则四、行政廉洁原则五、行政效
率原则第三章 行政法律关系 第一节 行政法律关系界说 一、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二、行政法律关系的
分类三、行政法律关系的特点第二节 行政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一、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二、行政法
律关系的客体三、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第三节 行政法律关系的运动 一、行政法律关系变化的条件与
原因二、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三、行政法律关系的变更四、行政法律关系的消灭第四章 行政机关 第
一节 行政机关概述 一、行政机关的概念二、行政机关的性质三、行政机关的特征四、相关概念的区
分第二节 行政机关的结构和分类 一、行政机关的结构二、行政机关的分类第三节 行政机构 一、行政
机构的概念二、可以成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构第四节 其他行政公务组织 一、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二
、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第五节 行政机关编制法 一、行政机关编制法的含义二、行政机关编制法的主
要内容第五章 公务员 第一节 公务员界说 一、公务员的概念二、行政职务关系三、国家公务员公务行
为的确认第二节 公务员的义务和权利 一、公务员义务和权利的概念二、公务员义务和权利的内容三
、公务员义务和权利的实现机制第三节 公务员管理制度 一、职位分类制度二、录用制度三、考核制
度四、奖励制度五、纪律和行政处分制度六、职务升降制度七、职务任免制度八、培训制度九、交流
和回避制度第四节 公务员的权益保障 一、工资保险福利制度二、退休保障制度三、申诉、控告制度
第六章 行政相对人 第一节 行政相对人概述 一、行政相对人的概念二、行政相对人的范围三、行政相
对人的分类第二节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二、行政相对人的义务第三节 行
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 一、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立法保护二、对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保护三、对行政
相对人权益的司法保护四、比例原则与相对人的权益保障第七章 行政行为概述 第一节 行政行为界说 
一、行政行为的概念二、行政行为的特征三、行政行为的分类第二节 行政行为的内容和效力 一、行
政行为的内容二、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三、行政行为的效力第三节 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变更与终
止 一、行政行为的无效二、行政行为的撤销和变更三、行政行为的终止第八章 抽象行政行为 第一节 
抽象行政行为界说 一、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二、抽象行政行为的分类第二节 行政立法的基本理论 一
、行政立法的概念二、行政立法的分类三、行政立法的原则四、行政立法的主体及其权限第三节 行政
立法形式与程序 一、行政立法形式二、行政立法程序第四节 其他抽象行政行为 一、制定行政措施二
、发布抽象性的决定和命令第九章 具体行政行为 第一节 具体行政行为界说 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
二、具体行政行为的类别与形式三、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区分第二节 行政处罚 一、行政处
罚的概念二、行政处罚的原则三、行政处罚的种类及形式四、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与管辖五、行政处
罚的适用六、行政处罚的程序第三节 行政强制 一、行政强制概述二、行政强制执行三、即时强制第
四节 行政许可 一、行政许可的概念二、行政许可的分类和形式三、行政许可的原则厂189 四、行政许
可设定制度五、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六、行政许可的程序第五节 行政征收 一、行政征收的概念二、
行政征收的种类三、行政征收的程序第十章 行政合同 第一节 行政合同概述 一、行政合同的缘起二、
行政合同的概念三、行政合同的特征四、行政合同的表现形式五、行政合同的作用第二节 行政合同的
基本原则 一、契约自由原则二、诚实信用原则三、要式原则四、补偿原则第三节 行政合同的缔结与
履行 一、行政合同的缔结二、行政合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三、行政合同的履行第四节 行政合同的变
更、解除、无效和终止 一、行政合同的变更二、行政合同的解除三、行政合同的无效四、行政合同的
终止第五节 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 第十一章 行政指导 第一节 行政指导概述 一、行政指导的概念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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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指导的种类三、行政指导的意义与作用四、行政指导的法律规定与救济第二节 行政指导的主要方式
一、引导方式二、协商方式三、斡旋方式四、建议方式五、劝告方式六、劝戒方式七、通知方式八、
其他方式第三节 行政指导的程序 一、行政指导程序的概念二、行政指导程序的内容第四节 建立和完
善我国的行制度 一、转变观念，培养现代行政意识 二、加强有关行政指导的法制建设 第十二章 行政
裁决和行政。
 第一节 行政裁决 一、行政裁决的概念和特征二、行政裁决的种类三、行政裁决的程序四、行政裁决
的法律救济第二节 行政调解 一、行政调解的概念和特征二、行政调解的分类三、行政调解的程序四
、行政调解的法律救济第十三章 行政程序 第一节 行政程序概述 一、行政程序的概念和特征二、行政
程序的分类第二节 行政程序法概述 一、行政程序法的概念二、行政程序法的作用三、行政程序法的
立法模式四、行政程序法的结构五、行政程序法的内容第三节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 一
、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二、行政程序法的主要制度第十四章 行政法制监督 第一节 行政法制监督界
说 一、行政法制监督的概念与特征二、行政法制监督的必要性三、行政法制监督的种类第二节 行政
监督 一、行政监督的概念与特征二、行政复议三、行政监察四、审计监督第三节 立法与司法监督 一
、立法监督二、司法监督第四节 社会监督 一、社会监督概述二、社会监督的种类与内容第十五章 行
政违法与行政法律责任 第一节 行政违法 一、行政违法的概念与特征二、行政违法的构成要件三、行
政违法的分类四、行政违法的法律后果五、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第二节 行政法律责任 一、行政法律
责任的概念与特征二、行政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三、行政法律责任的分类四、行政法律责任的承担方
式第十六章 行政复议 第一节 行政复议概述 一、行政复议的概念和特征二、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三、
行政复议的功能四、行政复议与相关制度第二节 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一、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概念二
、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范围三、抽象行政行为的受案范围四、应排除行政复议范围的事项第三节 行政
复议机关与管辖 一、行政复议机关二、行政复议的管辖第四节 行政复议当事人 一、行政复议申请人
二、行政复议的被申请人三、行政复议第三人第五节 行政复议程序 一、行政复议的申请二、行政复
议的受理三、行政复议的审理四、行政复议决定五、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第十七章 行政诉讼法 第一
节 行政诉讼法概述 一、行政诉讼与行政诉讼法二、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三、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第
二节 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制度 一、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二、行政诉讼法的主要制度第三
节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一、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二、人民法院不受理的案件第四节 行政诉讼管辖 一、
级别管辖二、地域管辖三、裁定管辖第五节 行政诉讼参加人 一、行政诉讼的原告二、行政诉讼的被
告三、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四、共同诉讼人五、诉讼代理人第六节 行政诉讼证据 一、行政诉讼证据的
概念和种类二、举证责任分配三、人民法院对证据的收集、审查和保全第七节 诉讼程序 一、起诉与
受理二、第一审程序三、行政案件审理中的若干特殊制度四、第二审程序五、审判监督程序六、行政
诉讼的法律适用第八节 执行程序 一、行政诉讼的执行二、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第十八章 行政赔偿 第
一节 行政赔偿界说 一、行政赔偿的概念和特征二、行政赔偿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三、行政赔偿的功能
四、行政赔偿的历史发展第二节 行政赔偿的条件和标准 一、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二、行政赔偿请求
人和赔偿义务机关三、行政赔偿范围四、行政赔偿的方式、计算标准和费用第三节 行政赔偿程序 一
、行政赔偿程序概述二、单独提起赔偿请求的程序三、一并提起赔偿请求的程序四、行政赔偿的追偿
程序第十九章 行政补偿 第一节 行政补偿概述 一、行政补偿的概念二、行政补偿的特征三、行政补偿
的种类四、行政补偿制度的历史发展第二节 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与性质 一、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二
、行政补偿的性质第三节 行政补偿的内容 一、行政补偿的范围二、行政补偿的方式三、行政补偿的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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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当代中国学者对行政法的界定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起步较晚，对行政法的认识经历了从众说纷纭
到逐渐趋于统一的过程。
早期学者们对行政法多从行政管理、行政法内容的角度进行界定。
如侯洵直主编的《中国行政法》中将行政法界定为是关于国家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各种法律
规范的总和；刘升平在《法学基础理论》中将行政法界定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
门，它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编制、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办事规程和工作人员的奖励办法等”。
现在行政法学者多从调整对象和调整内容的角度对行政法进行界定。
如罗豪才在《行政法（新编本）》中将行政法界定为“国家重要的部门法之一，是调整行政关系以及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或者说是调整因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而发
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方世荣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中将行政法界定
为“调整行政关系，规范行政组织及其职权、行政行为的条件与程序，以及对行政活动予以监督的法
律规范的总称”。
对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多数学者认为是行政关系；而对行政法调整的内容，观点不尽相同，但一般认
为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与救济法三大类。
对行政法的界定，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界定。
如受“控权论”的影响，应松年在《行政法学新论》中将行政法界定为是关于行政权力的授予、行使
以及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对其后果予以补救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王连昌在《行政法学（修订版）》中将行政法界定为行政权力的组织分工和行使、运作，以及对行政
权力监督并进行行政救济（或补救）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对于上述观点，也有学者持不同见解。
熊文钊在《现代行政法原理》中认为：“对行政法是国家宪法统率下的一个基本法律部门，是通过对
行政权的授予、行使以及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来调整行政关系的这些认识无疑是认同的，但对于行政关
系中包括监督行政关系以及配置行政权关系的认识则不敢苟同，因为配置行政权关系以及权力机关、
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关系大多是通过宪法及宪法性法律文件予以规范的，不能将宪法关系混同
于行政关系，也不应将行政诉讼关系与行政关系混为一谈。
”他进一步将行政法界定为“是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过程中，通过对行政权力的授予、行使与控制和
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与约束来调整行政主体与相对主体之间发生的各种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是宪法统率下的基本法律部门之一”。
    我们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规范行政主体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行政主体法、行政行
为法和行政监督与救济法等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
于这一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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