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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

前言

任何社会形态下公共管理权力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规则来运行，因此，行政程序法并非现代社会独
有的产物。但奥地利、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自20世纪以来所制定的行政程序法典与之前的行政程序
法相比较，从形式到内容，均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形式而言，出现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且行政
程序法典被定位为行政程序的基本法，在德国等国家还被定位为行政权力的基本法；就内容而言，由
过去的以内部行政程序规定为主转向重点规范外部行政程序，规定了相对人在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享
有的诸多程序权利，旨在通过相对人的程序权利制约行政权力公正、理性、高效行使。以行政权力的
运行为规范对象的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权力居于国家权力结构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已经成为衡量一国
法治实现程度的标志性法律。迄今，奥地利、美国、德国、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
北欧诸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澳门特区等，都已完成行政程序立法的使命。中国虽已
历经一百五十余年的抗争与努力，仍未完成国家的现代化，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作为管理众人
之事的行政要实现现代化，国家才能发展，人民的福祉才有保障。正在全方位展开的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能否成功，无疑是中国社会能否顺利完成转型的关键。改革是否顺利、能否成功，突破口的选择非
常重要。程序改革正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好突破口。一方面，程序含有技术理性因素，改革
难度相对较小；另一方面，程序改革与民众的利益诉求关联最为直接，是公民面对行政权力最直接、
最重要的权利保障机制。正因为如此，自《行政处罚法》之后，中国的行政立法领域集中在程序制度
建设上，听证、政府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等制度的建立和推广，无不是行政程序制度方面的改革，有
力推进了透明政府、开放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对于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起到积极
作用。2008年公布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作为近年来行政程序改革的集大成者，首次对行政程序
作出系统规定，完成了行政程序在一定地域范围的法典化，拉开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序幕，并将为
国家层面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提供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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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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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应松年，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名古屋大
学法学院荣誉博士。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
表、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北京
、天津市政府法律顾问。曾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最佳宣讲
奖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教学和研究，是我国第
一批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导师，最早的行政诉讼专业博士生导师之一。主要著作有：《中国走向行政法
治探索》、《行政程序法理论与立法研究》、《当代中国行政法》等，在《中国法学》等刊物公开发
表文章近百篇，主持完成《行政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先后参与《行政
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的研究和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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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控权模式控权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宗旨是限制和制约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防止行政主体滥用
权力。控权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三权分立。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后，为反对封建
专制统治而提出了“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从而使行政机关在法律上增加了更多的义务。其目的是
将行政机关置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控制下，以促使其依法行政。在这种模式下，法律严格规定了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很少赋予行政主体行政程序的自由裁量权；非经法律授权，行政主体
不得自己创立某种行政程序。同时司法审查的范围也较宽，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的程序提起司法
审查的主体不限于直接受害者。法院有时也会采用主动态度来进行司法审查。早期的行政程序法大都
属于此种模式。（二）权利保障模式权利保障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宗旨是以保护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
中程序权利为重心。这种模式要比控权模式更进一步。在这种模式下，法律同样将会规定行政主体实
施行政职权的严格程序，不会赋予行政主体更多的行政程序自由裁量权，也不允许行政主体创造行政
程序等。但是，这种模式下的行政程序法又往往规定了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以及救济程序。这种模
式的理论基础是，行政实体法为行政主体设定实体权力，必然是行政相对人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一
般原则，必须为行政相对人规定均衡的程序权利。如果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上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
，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益将无法保障。而行政相对人在程序上获得完整的权利，也有利于行使对行政
权的制约和监督。这又与现行的民主宪政思想不谋而合。英美的行政程序法属于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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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程序法》编辑推荐：21世纪法学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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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教材买个盗版的真是悲剧啊，太粗糙了，真是不负责任。
2、书很好 ,终于买了,不错
3、但是中国行政程序不就没啥可说
4、拿到书，有卷页，里面纸发黄，封皮像是进了水，而且像盗版，买了那么多书这本最差，很差
5、很好的书，我非常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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