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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法律、法规确认了行政听证制度的法律地位之后，对行政听证制度的研究，就既具有理论意义，也
具有实践意义。
而且，行政法学作为应用法学，如果其研究脱离公共行政实践，或者无视公共行政实践，那么其理论
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这本著作的最大特点是立足于我国公共听证实践，对公共听证的价值、我国确立公共听证的环境（
包括政策环境、法律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公共听证的目标定位与适用范围、公共听证的基本制度
以及保障公共听证实现其价值与目标的其他配套制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并提炼出公共听证应
遵循的一套基本准则。
虽然，本书中的某些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和接受实践的检验，但整体而言，该研究对完善我国关于
公共听证的立法和实践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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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什么是公共听证　　一、公共听证的界定　　界定“公共听证”的概念是本课题研究的
起点，因为“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
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去思考法律问题。
没有概念，我们便无法将我们对法律的思考转变为语言，也无法以一种可理解的方式把这些思考传达
给他人。
如果我们试图完全否弃概念，那么整个法律大厦将化为灰烬”。
同时，概念的界定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概念所指涉的对象可能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若把握其本
质，必须凭借持久的观察和深远的洞察力。
况且，当以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汇来为某一现象命名时，该词汇的原有含义将影响阅读者对它的
理解，如提起“公共听证”，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它与“听证”和“公听（会）”的关系，尤其是在
中国法律文本使用的都是“听证（会）”概念的情况下。
当然，在思想和价值观日益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背景下，概念界定的目标并不是寻求统一，而是让阅读
者（或者交流者）明白论者的研究对象，以免除误解。
　　本书对“公共听证”的界定，试图从以下途径进行：一是分析“听证”与“公共听证”在产生与
发展上的关联性。
二是分析“公共听证”在中国所指称的社会现象，并归纳出它们的特征。
三是厘清“公共听证”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一）“听证”与“公共听证”的关联性　　依据汉语的语法结构规则，“听证”与“公共听证
”具有密切关系，似乎“听证”是“公共听证”的上位概念。
若遵循这一思路，则必然还有一个与“公共听证”相对应的“私益听证”概念。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概念本身并不表明任何确定的意义，只有确定的时代和确定的地域产生的文
化思想才给它们赋予实际内容”。
或者说，“对那些历史形成的概念，我们不能任意地赋予含义。
那些至关重要的政治和法律词汇，它们的历史变迁与社会及政体的命运相连，其含义是在人类无穷的
探索与失误过程中得以稳定下来的”。
这正如穆勒所说，“语言是经验积累的保管者，对于这种经验积累，所有以往的时代都做出了一份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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