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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社会经济变革引发了世纪之交各国行政科学体系与结构的嬗变，行政法学虽稍缓于行政学、
公共管理学，但发展变革毋庸置疑：例如关注的重心从法院如何处理“患病”的行政行为转向行政主
体要求自身行政行为过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合法性、合目的性；从以“行政权”为核心展开的行
政法体系与结构转向全方位研究行政活动的“公共性”、“给付性”与“服务性”；从执法手段以“
命令”、“制裁”与“强制”为主的消极行政转向行政执法以“协商”、“指导”、“合同”与“奖
励”为主的积极行政等，特别是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引发了学界对第三部门理论的研究及对社团组织
在中国兴起的关注。
尽管近二十年更多在“移植”英美学理与制度，但由于历史等原因我国行政法仍然具有“大陆法传统
”色彩；近年对这种“传统”和“移植”突破的尝试日趋增多，尤其是在年轻一代的行政法学者中，
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学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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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团处罚是指社团对社团公务相对人违反社团规章的行为所施的惩罚，主要针对社团成员而为。
结合社会变迁、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本书论证了社团处罚作为一种社会行政行为，具有秩序行政社
会化的特征，可配合国家行政处罚共同调控社会秩序。
全书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探究以社团行政为代表的第三部门理论及规律，致力于发现社团处罚的属
性和功能，力求规范社团处罚行为，为社会公行政的实质性内容作出铺垫，回应社会自主秩序的迫切
需求。
导论部分说明了在行政法领域中研究社团处罚的重要性；接下来围绕命题以五个部分依次探讨了社团
处罚的发生、社团处罚的法律属性、社团处罚在社会治理中的秩序功能、社团处罚与行政处罚的配合
，以及社团处罚的法治化，并提出了迈向尽可能的自治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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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的社会事务中，由于才松开计划经济束缚，公共行政仍大体上被等同于国家行政，但凡公
务，就被直接地与国家责任挂钩。
国家与私人间的中间过滤组织大多被怀疑或忽视，民间自发意义上的公共组织已有初步发展，但极不
成熟。
好在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已成为公共选择。
所以，就改革的任务而言，一方面是梳理已有的公务及公务承担主体，对现有公务予以重新分配；另
一方面是发现并界定不断发展起来的公务，在可行的改革框架下，正确地决策是否分配给不同的主体
。
这是以接受国家与社会合一的已有历史，促进国家与社会相对分离的趋势为动机的。
一种更切实际的观点是：当没有非政府公共组织自动承担某项公共责任时，国家有承担此公共责任的
当然义务；当有非政府公共组织自动承担该项公共责任时，国家原则上应选择关注但不干涉，只有在
必要时才提升公共责任至国家责任层面，由行政机关承担或通过授权委托确定承担主体。
　　中国目前的行政法学体系是以“行政权”为核心概念建立起来的。
这样的理论与行政法的萌生初期十分相宜，但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已露出疲态，并显得偏狭与不足。
特别是大量的服务行政中不存在权力的踪迹，但它们显然不属于私法或是单纯的宪法领域。
现实地说，无论行政法最初在何处被创设并被认识，也无论是行政机关或是司法机关运用行政法，都
无一例外地是将其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载体。
而国家治理的现实承担者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行政法的客观形成和发展。
如“19世纪后半叶以来，德国的行政法以秩序与安全保障为中心，较为偏重行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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