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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以读者学习行政法而不是作者研究行政法为其视角和归宿的基本行政
法教科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以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为内容，反映我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总
体情况和最新进展，结合我国行政立法、执法、司法的最新实践，准确、及时、系统、深入地阐释行
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具有如下特点：博采众家之长，并对其予以分析、评价，同时纠正一
些错误认识；体系与重点兼顾，点面结合，　　融入个人观点；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理论联系实际
，关注社会，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行政法基本原理贯穿体系中，特别是贯穿于行政诉讼中；介绍行
政法的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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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行政法研究的理论起点——行政、行政权、行政关系
第一节 行政法的基本范畴——行政
第二节 行政法的核心内容——行政权
第三节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关系
第二章 行政法的基本问题——基本涵义、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
第一节 行政法的基本涵义
第二节 行政法的基本理念
第三节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
第一节 我国行政法与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我国关于外国行政法的研究
第二编 行政主体
第四章 行政主体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行政主体概述
第二节 行政组织法
第五章 国家行政机关主体
第一节 中央国家行政机关
第二节 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第三节 国家行政机关关联主体
第六章 非国家行政机关主体
第一节 非国家行政机关主体概述
第二节 非国家行政机关主体的范围
第七章 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
第一节 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概述
第二节 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的行政职务关系
第八章 行政公产
第一节 行政公产概述
第二节 行政公产的成立、处分、转换与废止
第三节 行政公产的管理与利用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
第三编 行政行为
第九章 行政行为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行政行为的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行政行为的成立和效力
第三节 行政行为的程序
第四节 行政行为的实现——行政强制执行
第十章 行政立法、行政规定与行政规划行为
第一节 行政立法行为
第二节 行政规定行为
第三节 行政规划行为
第十一章 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与行政允诺行为
第一节 行政许可行为
第二节 行政给付行为
第三节 行政奖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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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行政允诺行为
第十二章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与劳动教养行为
第一节 行政强制措施行为
第二节 行政处罚行为
第三节 劳动教养行为
第十三章 行政指导与行政合同行为
第一节 行政指导行为
第二节 行政合同行为
第十四章 行政确认与行政裁决行为
第一节 行政确认行为
第二节 行政裁决行为
第四编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
第十五章 行政复议概述
第一节 行政复议与行政复议法
第二节 《行政复议条例》
第三节 《行政复议法》
第四节 《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十六章 行政复议基本制度
第一节 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第二节 行政复议管辖
第三节 行政复议参加人
第四节 行政复议申请与受理
第五节 行政复议审理与决定
第六节 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和与行政诉讼的衔接
第十七章 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
第一节 “和谐”背景下的行政复议制度改革
第二节 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
第十八章 行政诉讼概述
第一节 行政诉讼与行政诉讼法
第二节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依据、宗旨和基本原则
第十九章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诉讼管辖
第一节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第二节 行政诉讼管辖
第二十章 行政审判组织与行政诉讼当事人
第一节 行政审判组织
第二节 行政诉讼当事人
第二十一章行政诉讼证据与举证责任
第一节 行政诉讼证据
第二节 举证责任
第二十二章行政案件的审理
第一节 起诉与受理
第二节 审理案件的法律适用
第三节 财产保全与先予执行
第四节 撤诉与缺席判决
第五节 诉讼期间被告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问题
第六节 关于调解、“协调”和“和解”
第七节 行政附带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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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诉讼中止与诉讼终结
第二十三章行政裁判及其执行
第一节 行政判决
第二节 行政裁定
第三节 行政决定
第四节 行政裁判的执行
第二十四章行政诉讼的上诉与审判监督
第一节 行政诉讼的上诉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审判监督
第五编 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
第二十五章行政补偿
第一节 行政征收与行政补偿
第二节 行政补偿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行政补偿的标准
第四节 关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第二十六章行政赔偿
第一节 行政赔偿与国家赔偿
第二节 行政赔偿的相关立法
第三节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
第四节 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
第五节 行政赔偿的范围
第六节 行政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
第七节 行政赔偿的程序
第八节 行政赔偿的时效与期间、方式与标准、支付与求偿权
参考文献
附表12003年至2009年全国行政复议案件情况统计
附表21988年至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一审行政案件情况统计
附表3《国家赔偿法》实施以来侵犯人身自由的国家行政赔偿数额标准统计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简称与全称对照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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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非现场处罚”中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实现我们知道，对于行政处罚，行政相对人可以行使
了解权、陈述权、申辩权、听证权、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等，但由于“非现场处罚”的特殊性，
行政相对人一些权利的行使和实现是有困难的。
例如，因交通标识不清，造成行政相对人违章行驶，如果是现场处罚，行政相对人就可以向交通警察
询问和了解正确、合法的行驶路径，执法警察也有义务说明和告知。
即便是行政相对人故意违章，也可能是当时路况、车况的实际情况不得已而为之的，这时其陈述权、
申辩权是有意义的，而在“非现场处罚”中，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行政相对人事后
的陈述和申辩的意义和作用明显降低，甚至没有陈述和申辩的机会。
再如，由于交通违法行为的“告知”制度不完备，致使交通违法者不知晓自己的违法行为而不断违法
，导致最后处罚时因违法行为的累计而被“集中处罚”。
如果该“集中处罚”属于听证的范围，比如罚款达到了法定的较大数额，行政相对人是否享有听证的
权利呢？
（在“杜宝良事件”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针对其105次违法做出罚款10500元的处罚）。
此时，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能认为其罚款不是针对一个违法行为，而是数个违法行为分别处罚的累计
，而每一个单次罚款数额都达不到规定要求听证的“较大数额的罚款”，所以，不属于《行政处罚法
》规定的适用听证的范围。
但问题是，“非现场处罚”的特殊性要求违法当事人一次性缴清在某一期间所有相同或相类似的违法
行为所发生的罚款，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面对非现场处罚累计一定时间后所发生的高额罚款，是否也可
以按照《行政处罚法》和相关规章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在进行处罚前告知违法当事人听证的权利，以
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呢？
根据《公安部105号令》第21条的规定，当事人对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或者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
理系统的违法行为信息有异议，属于下列情形之一并经核实的，违法信息应当予以消除而不能予以处
罚：①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②机动车被盗抢期间发生的；③有证据
证明救助危难或者紧急避险造成的；④现场已被交通警察处理的；⑤因交通信号指示不一致造成的；
⑥作为处理依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收集的违法行为记录资料，不能清晰、准确地反映机动车类型、
号牌、外观等特征以及违法时间、地点、事实的；⑦记录的机动车号牌信息错误的；⑧因使用伪造、
变造或者其他机动车号牌发生违法行为造成合法机动车被记录的；⑨其他应当消除的情形。
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等权利的保障和落实。
3.“非现场处罚”与“一事不在罚”“非现场处罚”由于是采用电子监控设备记录违法信息的事后处
罚，所以实践中势必会因为监控设备的安装位置不合理或安装密度过大，导致对机动车超速、占用专
用车道等违法行为的重复记录，重复处罚。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违法的次数不是以当事人的违法故意而是以监控设备设置的数量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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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是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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