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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执法人员的行动逻辑:以W河道管理局为样本的法社会学考察》以W河道管理局为研究样本，以
法社会学为基本的研究方法，在对各种变量进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考察了各种变量对行政执法人员
的影响过程、作用方式、作用效果以及作用强度等，尤其是对它们交互作用的机理作了深入分析，试
图在此基础上获得关于行政执法人员行动逻辑的原理性知识，从而为建构、完善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
提供富有意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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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尚敏，男，1973年生，浙江临海人。浙江大学法学硕士，苏州大学法学博士。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工商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研究
人员，兼职律师。研究方向：致力于法社会学视角下的公法学研究，尤其关注行政法规范在社会中的
运行机制问题。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行政程序法典的结构选择》、《论宪法规定中的程序性条款》等
论文十余篇，主持完成“行政许可中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研究”等厅级以上课题四项，参与编写浙江
省“十一五”重点教材《行政法学概要》（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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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司法审查制度对执法者的影响方式
    三、司法审查制度对执法者的影响限度
    四、提升司法审查影响强度的路径
  第三节  代议机关的监督
    一、代议机关的监督权及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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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利益诱导
    一、体制性的利益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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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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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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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制度启示
第五章  实现法律统制的路径：行政组织法的变革
  第一节  法律统制的西方经验：西方国家行政组织法的变革
    一、英美国家文官制度的变革及其与法律统制之间的契合关系  
    二、法德两国行政组织法的发展及其与法律统制之间的契合关系  
    三、本节  小结
  第二节  法律统制的现实困境：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发展及其问题
    一、我国古代行政组织法的核心要义：君权的统制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变革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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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法律统制的目标期待：以控权理念重塑我国的行政组织法
    一、行政组织法规范的理论结构
    二、行政组织法的核心问题：对领导权的控制  
    三、领导权内涵的法学解读
    四、对领导权的法律控制：对象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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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法教义学对行政法学的贡献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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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样一种对待法律的态度几乎贯穿于我国清代以前所有的政权形式中。即以清代为例，这
一现象仍极为普遍。例如，清咸丰年间，因制钱缺铜，惠亲王等条奏收买民间铜器。凡重一斤者，概
不准用。如违不缴，官则议处，民则治罪。户部出示，勒限三月将铜铺封闭。然而自铜禁以来，民铜
收十余万斤，官铜却只收大小铜煤炉七个，铜盆数枚而已。条奏之亲王、当朝之宰辅，以及部院堂司
各官，无一人呈缴铜器者。由此可知，彼时的法律实乃治民之工具，而对于执法者自身却常常难以适
用。 （二）规制执法者的法律 从执法者的法律转向规制执法者的法律，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然
而，这一立法思想的转变却绝非一蹴而就，它必然需要以社会经济、政治形势的巨大变革为基础方可
生成。当然，在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开明的统治者无不强调“民本”思想的推行
。孟子曾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唐太宗亦曾有言：“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
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但是，无论在我国的哪一个朝代，贯彻这种民本思想
的基本前提是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恒久不变。换言之，在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纲常不变
的前提下，统治者应尽力确保民生。因而，古代的民本思想并不可能自然地发展成为现代法律理念下
的民权观念。在我国，从民本思想向民权观念转化的真正变革起始于清末沈家本所推行的法律改革之
时。以沈家本所主持推行的废除奴隶制的改革为例，沈家本于1906年4月21日上《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
律议》，建议革除人口买卖。他明确指出：“现在欧美各国均无买卖人口，系用尊重、人格之主义，
其法实可采取”。这一表述，明确体现了清末之时欧美民权思想在我国的输入。这样一种转变，亦系
社会发展形势使然。此后，历经民国时期的发展，民权思想方得以在我国逐渐巩固。现代行政法在我
国之所以得以立足，亦无非植根于此。至此，法律不再是“执法者的法律”，而是转化成为规制执法
者的法律。然而，这样一种转变却并未就此杜绝执法者追求自身行动利益的努力。只不过，面对法律
的转型，执法者不得不尝试采取新的行动策略。

Page 7



《行政执法人员的行动逻辑》

精彩短评

1、作者对行政执法人员行为模式的分析，对影响行政执法人员行为的相关因素进行了阐述，对了解
行政权力运行具有一定的价值，不过最终作者提出的对策感觉一般，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本书
总体感觉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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