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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
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
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
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
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
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
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
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
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
、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
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
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
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
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
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
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
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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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行政法学界一批中青年骨干学者集体编写完成，以近年来的典型行政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和思考
线索，由此展开对于行政法学基本原理和知识的学习讨论，力图把提升解决行政法制实务问题的能力
与培养钻研行政法学理论问题的能力结合起来。
其内容涉及当代行政法的基本方面，包括：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行政机关、被授权组织以
及受委托组织、行政公务人员、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组织人员法等方面的知识。
     全书脉络清晰、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各章的结构体例上包括“本章提要”、“阅读资料”、“探
讨性案例”、“复习题”等栏目，本章正文中各节的结构体例包括“案例介绍”、“案例分析”、“
法律背景”、“知识点介绍”等栏目。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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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概述  　第二节  行政许可  　第三节  行政处罚  　第四节  行政强制  　第五节  行政征收  　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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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复议程序　第十二章  行政赔偿  　第一节  归责原则  　第二节  赔偿范围  　第三节  赔偿关
系  　第四节  赔偿程序  　第五节  赔偿标准及其计算　第十三章  行政补偿  　第一节  补偿范围  　第二
节  补偿程序  　第三节  补偿标准　第十四章  行政诉讼  　第一节  行政诉讼概述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
受案范围  　第三节  行政诉讼的管辖  　第四节  行政诉讼的主要参加人  　第五节  行政诉讼的程序  　
第六节  行政诉讼的证据  　第七节  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第八节  行政诉讼的裁判标准  　第九节  行
政诉讼的裁判类型  　第十节  行政裁判的执行和非诉讼执行结语：在行政法制建设现有基础上不断稳
步前进附录：行政法制实务常用法律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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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典型案例来学习行政法的理论知识，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是当今比较通行的一种高效率的学
习方式；但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须警惕被淹没于成堆的案例材料之中，迷失宏观把握和前进方向，
必须保持广阔深邃的眼光，对行政法治的基本走向具有明确的认知。
那么，面临重大历史发展机遇的中国行政法在21世纪如何走向？
换言之，在历史反思和现实分析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态度对我国行政法未来发展趋势和可能前景进行
分析预测，对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提出因应对策，这对于行政法学者和学习者来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探
索与实践指导意义。
本书导言按照行政法学通说的体系结构，从环境因素、一般论、主体论、行为论、救济论和部门论等
六个方面切人，首先对中国行政法的发展趋势略加分析探讨，旨在为人们前瞻性地思考和解决与此有
关的一系列紧要课题，为进行深入具体的案例讨论和理论学习打下基础、提供参考。
行政法生存、发展于社会环境之中，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且相互影响。
要探讨中国行政法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首先需要认识其环境因素即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等
要素的发展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这里所谓环境因素，从空间范围来看不仅包括国内因素，也包括国外因素，是指全球视野中的环境因
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案例行政法教程>>

编辑推荐

《案例行政法教程》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案例行政法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