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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分析学导论》

内容概要

本书对行政法研究的三大范畴之一即行政法下规范研究，也就是以行政法规范制定以后进入到实施过
程及其在社会实施过程中运行状况为对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探讨，认为这个范畴或板块的研究应当
成为一个独立学科，即应当从行政法规范研究中独立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学科体系——行政法分析学
。这一理论的提出，拓展了目前我国行政法固有理论的范围，为行政法研究大胆进入实践层面，深刻
剖析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法治在理性架构上的缺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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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保英，1961年生，陕西省澄城县人。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上海政法学院副院长，
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重点学科“行政法学”带头人。长期从事行政法的教学和研究，尤专于
行政法形而上的思考，在行政法价值、行政法模式、行政法基础理论等领域见长。代表作有：《行政
法的价值定位》、《行政法模式转换研究》、《行政法的私权文化与潜能》、《行政法时代精神研究
》、《比较行政法学》、《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等。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学术
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主持近十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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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行政法学中的法是直观性的现象而不是法的综合现象。法现象有直观法现象和综合法现象之分
，这样的分类方法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并不常被采用，而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法现象的此两种类型划分
。所谓直观的法是指我们在对法现象进行研究时外界置于我们面前的未经任何思辨的法，包括一国的
法律典则和相关的法律制度等。对于直观的法而言，学者们在学科构设时是将其作为一个原生的存在
物而接受的，而且这样的接受既是外界所强加的，又是学者们自愿认可的。所谓综合的法是指我们在
对法现象进行研究时摆在我们面前并经过我们理性思考以后的活生生的法。这样的法之所以是综合的
，就是因为其在研究者面前包含了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不可变性与可变性、静态性与动态性等诸多复
杂元素。显然，行政法学如果是一种周延的学科，摆在该学科面前的法现象便是综合的法而非直观的
法。学科对法的界定亦从相对综合的意义入手而不仅仅从直观入手。行政法学科中的法基本上是以直
观的法为特征的，此点我们并不需要从法哲学上进行深刻论证，因为下列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
点：一方面，行政法学科的构设都直观地以一国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法典为研究始点和终点。有关法系
的理论、有关不同类型的行政法的理论都是由这种直观性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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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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