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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日本，继明治维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期的改革之后，近年来又进行了平成时代的行政改革，
使得明治时代以来的行政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行政程序的整备，中央省厅的再编，地方自治的扩充强化，行政信息的公开，个人信息的保护等，相
关的重要法律相继得以制定，21世纪行政制度的基础渐次得以整备。
与此同时，市民的意识变革也取得飞跃性推进，市民的地位不断提高，市民不再是仅作为行政的对象
，而是积极地参与行政的决定过程，获得了作为行政的共同形成者的地位。
另外，此次司法制度改革与以往不同。
长期以来司法制度都是根据法曹三者的合意而逐步得以改善的，而此次则是回应人们对基于国民视点
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强烈期待，进行了各种根本性的改革。
在行政法的领域，实现了作为多年来的悬案的《行政案件诉讼法》的修改，在法的支配的基本理念之
下，追求司法和行政的作用分担，谋求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制约功能的强化。
法的支配之确立，必然带来从行政优位体制转为《日本国宪法》所追求的司法权优位体制的变革，也
促进了人们对传统的行政法学说以及行政判例的反省。
在本书的执笔过程中，鉴于其作为一般教材的性质上的要求，我致力于涉猎行政法全部领域，在维持
高水准的同时，尽可能做到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地进行阐述。
在本书的第六版中，这一方针基本上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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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南博方先生历经二十余载精雕细作之力作。
全书共15章，总括了行政法的主要领域，描绘了日本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体系。
《行政法（第6版）》既注重对传统行政法学体系和经典理论的承继.亦强调对现代行政法实践和行政
法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充分运用，大量引用判例，并结合近年来日本行政领域和司法领域的一系列改革
，对行政过程各个阶段的相关行政法问题进行了精到的诠释，提示了行政法教材建设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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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南博方 译者：杨建顺南博方1929年生于日本兵库县。
195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法律学科。
现任筑波大学名誉教授，一桥大学名誉教授，法学博士（东京大学）。
专业：行政法、环境法、租税法。
[主要著作]《行政裁判制度》，有斐阁《行政诉讼的制度与理论》，有斐阁《注释行政案件诉讼法》
（编著），有斐阁《租税争讼的理论与实际》（增补版），弘文堂《行政程序与行政处分》，弘文堂
《注释国税不服审查、诉讼法》（编著），第一法规出版《纷争的行政解决手法》，有斐阁《简明行
政程序法》（合著），有斐阁《行政法》（1）（2）（3）（合编著），有斐阁《注释行政程序法》（
合编著），第一法规出版《现代行政法》（第五版，合著），有斐阁《要说环境法》（第三版，合著
），有斐阁《条解行政案件诉讼法》（第三版，合编著），弘文堂[本书出版发行情况]1990年1月10日
，初版第一次印刷发行1995年10月20日，新版第一次印刷发行2000年3月20日，第三版第一次印刷发
行2003年3月30日，第四版第一次印刷发行2004年10月30日，第五版第一次印刷发行2006年8月10日，第
六版第一次印刷发行2007年12月10日，第六版第二次印刷发行译者简介：杨建顺（1963-），男，山东
招远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法学会行政法学会副会长，日
本国一桥大学法学博士。
[主要著作]《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行政规制与权利保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日本行政法》（译者，[日]南博方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行政法》（译者，[日]盐野宏著，姜明安审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行政法工[第四版]行政法总论》（译者，[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行政法Ⅱ[第四版]行政救济法》（译者，[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行政法Ⅲ[第三版]行政组织法》（译者，[日]盐野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比较行政法——方法、规制与程序》（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比较行政法——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及实证性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宪政与法治行政的课题——宪法与行政法学领域的“现代性”问题研究》，载《人大法律评论》
，2001年第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关于行政执行权力配置的思考》，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8月12日。
《论危机管理中的权力配置与责任机制》，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
《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l期。
《行政诉讼的类型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
第4期。
《论行政诉讼判决的既判力》，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论行政复议——我国行政复议的现状与课题》，载《人大法律评论》，2004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5年版。
《新世纪中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发展分析——放权、分权和收权、集权的立法政策学视角》，载《河
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及其制度支撑》，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6期。
《计划行政的本质特征与政府的职能定位》，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行政诉讼中和解的法理》（上、下）（译文， [日]南博方著），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
号、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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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第三节 私人的公法行为第九章 行政程序第一节 行政程序法第二节 对申请的处分程序第三节 不利处
分程序第四节 行政指导程序第五节 申报程序第六节 意见公募程序等第七节 《行政程序法》的适用除
外第八节 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第九节 政策评价程序第十章 行政信息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第一节 
《行政信息公开法》的制定第二节 《行政信息公开法》的目的与对象文件第三节 行政文件公开程序
与不服申诉程序等第四节 行政文件的管理第五节 个人信息的保护第六节 行政机关保存、持有的个人
信息的保护第十一章 确保行政实效性的制度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行政罚第三节 行政上的强制执行第四
节 行政上的即时强制第十二章 行政上的损失补偿第一节 损失补偿的意义第二节 损失补偿的法的根据
第三节 损失补偿的内容和方法第四节 开发利益的返还社会第十三章 行政上的损害赔偿第一节 国家赔
偿制度第二节 因公权力的行使造成损害的赔偿第三节 因公共营造物设置管理的瑕疵造成损害的赔偿
第四节 《国家赔偿法》与《民法》等的关系第五节 基于结果责任的国家补偿第十四章 行政型ADR程
序第一节 行政型ADR第二节 行政不服申诉第三节 行政审判程序第四节 简易的纷争处理程序第十五章 
行政案件诉讼与裁判制度第一节 行政案件诉讼第二节 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第三节 行政案件诉讼的性
质及界限第四节 行政案件诉讼的类型第五节 处分撤销诉讼的提起第六节 处分撤销诉讼的审理第七节 
处分撤销诉讼的判决参考文献事项索引判例索引译者附录1：南博方教授主要著述口中对照一览表译
者附录2：南博方教授基本信息介绍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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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于是，为了防止国家意志的不统一，在如下方面采取了措施：1. 权限分配。
各行政机关的权限，在法令上是根据事项之别（事物管辖）或者地域之别（土地管辖）来规定的（权
限分配）。
并且，某行政厅的行为可拘束其他行政厅（积极性效果），其他行政厅不得侵犯其权限（消极性效果
）。
2. 协议、相互调整。
有时候，某些事情会牵涉到两个以上行政机关的权限（共管事项），或者引起各机关之间的管辖之争
（权限争议）。
在这种情况下，便由各有关机关相互协议来定夺。
如果各有关机关的各大臣经过府省间的相互调整，仍然无法解决的话，则由内阁总理大臣召开内阁会
议进行裁定。
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也被赋予了综合调整权。
3. 监督。
各行政机关的纵向关系，由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督权联结。
所谓监督，是指在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之间存在不同意见时，承认上级机关的意志具有权威性的方法
。
其内容如下：（1）监视权。
这是指听取下级机关的报告，检查账簿文件以及到实地视察工作等的权能。
监视是监督的准备行为。
（2）训令权。
这是指对下级机关行使权限事前进行指示及承认的权能，亦称为指挥权。
训令权是监督权的本体。
（3）撤销权、停止权。
这是指撤销或者停止下级机关所采取的措施的事后监督的权能。
监视权和训令权，只要存在有关监督权的规定，就可以根据该规定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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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写完了“译者说明”，久拖的翻译书稿也该提交出版社了。
可是，我总觉得还有许多要说的话，需要添加个“译后记”来完成。
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无论是自己的著作，还是译作，我都喜欢加上前言、后记或者译者说明、译后记
。
希望这些文字能够成为读者使用本书之际的前菜（appetizer）和甜点（desert），而不会成为“蛇足”
。
如前所述，我翻译的这部《行政法》（第六版），是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南博方教授的新著。
我是基于对该书内容、体系和借鉴价值的坚定信心，作出了翻译出版该书的选择。
其实，说其是新著，只是着眼于版次而言的。
如果着眼于出版时间的话，则已经是3年前的著作。
本应更早地将其翻译出版，只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这一工作进展极为缓慢。
其实，我选择翻译出版该书，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动因，即主要是出于我个人的考虑。
其一是因为南教授是我的恩师。
在日本留学11年，我曾受到许多日本教授和社会友好人士的关照和指导，而南教授对我的影响最大。
1983年即我大学本科2年级时，以南教授的“行政法工”（行政法总论）课程为媒介，我认识了南教授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法>>

编辑推荐

《行政法(第6版)》是一部值得精读，值得细品个中滋味的经典力作，日本著名行政法学家南博方先生
历经二十余载精雕细作而成。
以简短的内容总括了行政法的主要领域，简明扼要而深入浅出，提纲挈领而系统、全面地描绘了日本
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体系。
鸟瞰行政法的体系架构，探讨行政法学的发展方向，帮助读者掌握行政法的基本知识，领会行政法学
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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