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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

前言

20世纪中叶以来，国家政权体系的积极理念日趋明显，服务行政已成为行政职能的基本价值选择，与
之顺应的是政府职能不断扩张，正如托马斯·戴伊所言：“如果说，政府的权力曾经一度受到限制的
话--政府除了保障法律和秩序、保护私人自由和私人财产、监督合同、保护本国不受外国侵略以外，
没有别的权力--那个时刻早已过去。今天，认为政府机构干涉着我们生活中‘从生到死’的各个方面
的看法是很平常的。在美国，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防老、死、无依无靠、丧失劳动力和失业提供安全
保障；为老年人和穷人提供医疗照顾；为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提供各级教育；调整公路、水路
、铁路和空中运输的规划；提供警察和防火保护；提供卫生措施和污水处理；为医学、科学和技术的
研究提供经费；管理邮政事业；进行探索太空的活动；建立公园并维持娱乐活动；为穷人提供住房和
适当的食物；制定职业训练和劳力安排的规划；净化空气和水；重建中心城市；维持全部就业和稳定
货币供应；调整购销企业和劳资关系；消灭种族和性别的歧视。看来，政府的职责似乎是无限的，而
我们每年都给政府增添任务。”这些政府职能都是由行政主体承担和履行的，这便使政府行政系统与
人民的关系较以往更为直接、更为具体、更为密切、更为敏感。民主进程较快的国家对行政权此种趋
势早在20世纪初就给予了充分关注，强调法治行政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在法治行政的观念统慑之下
，凡属于政府行政系统的法律地位、组织模式、职能范围、行为过程、执政方略等范畴无一不要求依
法行事，以此形成法治格局，避免行政权的滥用、误用及对公众的轻率性，最终保障一国政治文明化
和人民权力免遭非法侵害。行政法的宏观、中观、微观制度顺理成章地得以广泛建立并予有效实施，
相关的行政组织规则、行政行为规则、行政程序规则、行政救济规则相继问世。可以说，民主国家的
法治程度最为有效的衡量指标是行政法治的进程，我们注意到现在被公认的一些发达法治国家都有一
套严密的行政组织法、系统的公务员法制、规范化的行政程序法、实效性的行政救济规则，若缺乏上
列诸造便很难列入法治国家之列。其行政法学发展自不待言，与行政法制的状况保持了较大程度的和
谐统一性。诸发达国家在行政法体系的构建上其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在以法规范政府行政权方面却
是一脉相承的。我国之行政长期以来亦非常发达，而行政及行政权的发达性并没有同时带来行政法制
的健全。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行政法制才得到了迅速发展：起初，行政系统的法制状况被融合
于社会主义法制原则之中，“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法制原
则，而该原则在当时情况下也是行政权行使的基础原则，但行政权自身的法制原则还没有显露出来。
随后，“依法行政”的概念被提了出来，至少在学者们和广大公众眼里它应当成为行政系统的法制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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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法教科书之总论行政法(第2版)》内容简介：20世纪中叶以来，国家政权体系的积极理念日趋明
显，服务行政已成为行政职能的基本价值选择，与之顺应的是政府职能不断扩张。正如托马斯·戴伊
所言：“如果说，政府的权力曾经一度受到限制的话——政府除了保障法律和秩序、保护私人自由和
私人财产、监督合同、保护本国不受外国侵略以外，没有别的权力——那个时刻早已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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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法律原则与一般的法律规则相比尤其注重整体，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在对公法性原则总
括时指出：“行政复议机关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的原则，坚
持有错必纠、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当该法确认这一原则时所指的是整个的行政复议活动，
是行政复议活动的这一整体性行为，是对千千万万个具体的复议活动的一个抽象，处在抽象阶段的法
律原则可以说尚处于未实现状态。我们说，行政法原则的实现要求行政法原则由抽象到具体就是指对
于整体性的行政关系，一般性的行政事态起作用的规则，必须化为对个案起作用的规则，必须在个案
中体现自身所隐藏的科学内涵。作为一个普通的法律原则，所有规则都应当得到遵守。个人在遵守、
服从这些原则的精髓时，是对社会行为的一个分割，但不是对原则本身的一个分割，只是原则以同样
的要求辐射到各个具体的个案中，辐射到各个人的具体行为中，尤其在对待反社会、反行政管理秩序
的人的时候法律原则所体现的一致性更是如此。例如，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保障法律、法规的正确实施
是一个抽象化了的规则，在其处在抽象化的阶段时，其内容是否有物质意义是无法证明的，你不可能
用一个公理说明写在纸上的这些规则是否制约了人们的行为，但当具体的行政复议活动开展以后，无
论是正向的复议活动还是反向的复议活动都是使这一原则变为具体的规则。当然，对于违反原则的行
为或状态应当从另一角度看，即只有这些违反带来制裁的后果时，我们才可以说这一原则得到了实现
。也就是说只有理想状态的实施才是我们所定义的客观状态。第三，行政法原则的实现，要求行政法
原则必须由指导性条款转化为操作性条款。行政法原则是对行政法规范的高度概括，它在绝大多数情
况下是对行政法规范起指导作用的规则。如“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
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
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这一关于行政处罚合理性的规定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导性条款，即以这
些内容指导行政处罚法其他条款以及部门行政管理法关于处罚的条款，使这些具体条款在实现过程中
公正、公开并具有依据。尽管行政法原则和行政法的指导思想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但行政法原则
的指导性价值是低估不得的，作为一种指导它可以成为具体规则实施的灵魂，它可以决定具体规则实
施的方向，可以左右具体规则实施过程中的宽严程度等。同时，我们不能因此把指导价值和操作价值
等同起来，正如德沃金指出的：“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财之间的区别是逻辑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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