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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

内容概要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是近年来我国城市管理领域中出现的新现象。这项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多
头执法、职责交叉、重复处罚、执法扰民和行政执法机构膨胀等问题，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和行政执法机制，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和水平。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合法权益。
    作为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实践为研究对象，以
城市政府行政权力格局调整为主线，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启动的社会历史背景
、发展历程、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作者杨书文进行了长期的实地调研，获取了
大量的一手资料，为论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结合中国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发展趋势，《中国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概括了制约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深化发展的因素，指出了该体制未来
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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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

编辑推荐

1997年至今，中国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从试点到推广已经有12年时间了，从实践看，这一体
制呈现出的是一种在争议中不断发展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的存在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为什么会
有争议，为什么会在争议中发展，争议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深层次关系，发展本身说明存在什么样的
需要，发展又会出现什么样的趋势？这一实践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这一理论又能反映
和促进哪方面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作者杨
书文开始了调查研究，并从政治与行政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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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

精彩短评

1、此书有一定研究价值，但原创性不够。此外，价格偏贵
2、很多有用的资料，但是最终的结论还是落入窠臼。

Page 5



《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

章节试读

1、《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08页

        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市局（支队）------区局（大队）------街道中队。

2、《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7页

        国发[2002]17号文件中明确规定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所需经费，一律由财政予以保障，
所有收费、罚没收入全部上缴财政。但由于各地、各部门在执行上的差异和操作上的随意性，使得有
些地方的执法经费根本无法保证。注意有关城管的财政问题。

3、《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11页

        四员：监察员、协调员、宣传员、服务员。

4、《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40页

        注意长沙市的例子。

5、《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87页

        有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还获得了一定的审批权。昆山市特别多。

6、《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59页

        陆迎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若干制度评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4期。

7、《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46页

        注意「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取缔！！！！！！！！）

8、《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79页

        不得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内设机构或者下设机构，也不得将某个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确定为相对集
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综合执法机关的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婆婆管，原来是因为两个文件！

9、《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62页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

10、《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59页

        北京市：《城管执法协调工作规范》、《城管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工作规范》、《城市
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装备技术规范》。

11、《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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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

        通过授权和分权，将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民自治组织等引入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提
供与生产之中，着力构建一个由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的模式。注意政府职能转变与公
私协力的关系。

12、《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50页

        与城管强制措施相伴随的就是各种各样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或者说，城管执法遭遇暴力抗法已
经成为一种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门对城管的支持和配合就尤为重要了。从全国大多数城市来
看，公安部门对城管的执法工作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或者是加强了公安、城管的协
调配合。

13、《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57页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由于对实际需求的考虑不足，很多条款都不具有操作
性。如第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等条款在实践中几乎难以实施。这是因为条例制定时就
没有充分估计到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势头，没有考虑到社会对互联网的实际需求会越来越大等因素。可
以联系指导案例6号。⋯⋯如对于近年来数量迅速攀升的宠物狗就没有出台法律规范。

14、《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43页

        郭俊琴\上地建材城诉海淀区城管案：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听证范围仅限于。。。，
强制拆除违法建设行为不属于听证范围。

15、《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04页

        “有事找城管”解决了过去有了问题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到处打电话的现象。这点以前还真没想
到过！

16、《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9页

        在行政实务界，人们习惯于将监督检查、实施行政处罚和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等行为方式称为“行
政执法”。（五个原因蛮有意思的，略）

17、《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80页

        国务院明确规定在中央和省不设上级主管部门，因此综合执法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关系只涉及市
城管机关与其所辖区城管机关、区城管机关与其所辖街道城管机关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属于城市管
理综合执法机关的内部关系。

18、《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79页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64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厅
、局、委员会等工作部门的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并报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的人民政府的局、科等工作部门的
设立、增加、减少或者合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报请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备案。注意这条法条。

19、《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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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

        在实际工作中，普通公民只知道“城管综合执法”而不清楚什么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从
专业的角度和概念的确定性上讲，“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更能反映城管综合执法的实质。值得注意
的是，可能在普通公民的眼中，“城管”的内涵要大于行政处罚。

20、《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8页

        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以后，也必然带来附属权力的集中。例如，行政检查权在行政管理权的内容
构成上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权力，是附属于行政管理各项权力之中的。行政检查权的行使是行政处罚权
实现的必要手段。因此，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之后，其附属的行政检查权也必然（是必然哦！！！）
随之转移。注意行政检查权与行政强制的关系。

21、《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2页

        注意是先有上海市静安区、深圳的实践，才有《行政处罚法》第16条的规定。

22、《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97页

        城管执法对象不仅有小贩，更不局限于弱势群体，更有大把强势群体存在。

23、《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49页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目前主要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也就是说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主要
是城市政府的事情。一般来说，中央和省一级设立于城管执法局对口的上级主管部门是没有必要的。
有必要考虑的是城市政府本身该如何发挥协调作用，如何将城市管理作为一个整体来协调各职能部门
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之间应该建立一中什么样的协调配合机制问题。

24、《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93页

        注意工勤人员。本书并没有对「公务员法」实施之后的情况作具体的描述。

25、《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52页

        本页有有关城中村的内容，值得注意。

26、《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91页

        注意行政级别。

27、《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研究/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系列》的笔记-第112页

        2003年8月，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与是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关于聘用城管社区协管
员联合下发了文件，明确规定了对城管社区协管员的管理，以及城管社区协管员的工作性质和工作指
责。在培训的基础上，完成了近2000名城管社区协管员的聘用工作。城管社区协管员的主要职责是在
社区协助城管执法人员工作，不具有执法权（不具有执法权！！！！！！！！），其工资标准和社会
福利待遇由社会保障部门规定和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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