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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行政法入门（第4版）》主要包括：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上的法关系、依法行政原理、
依法行政原理的例外与界限、行政过程的私人参加、行政行为--其一和行政行为--其二等共15章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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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行政不服审查法》之前的诉愿法时代，这种悲剧常常发生。
《行政不服审查法》制定时，按照以下情况进行，即作出处分的行政厅本身负有告知行政相对人私人
不服时，如何去做的事先告知（教示）义务，以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
首先，《行政不服审查法》第57条第1款规定：“对于提出不服申诉的书面处分，行政厅必须告知处分
相对人不服该处分可以提出申诉以及提出不服申诉的行政厅及提出不服申诉的期间（不服申请期间）
”；而且第57条第2款也针对这些情况作了国民一方请求指教时，行政厅必须正确告知的规定；再者应
该指导而没有进行指导，或虽然作了指导但内容错误等情况。
以上所看到的是针对不服申诉要件所作的各种例外规定，是为了避免因行政厅的错误导致对私人权利
救济道路的封闭而作的考虑（参照《行政不服审查法》第58条、第18条、第19条等。
另外也参照《行政事件诉讼法》第14条第3款）。
　　停止执行制度　　在现行法中，行政上的不服申诉制度与取消诉讼一样，采取不停止执行原则（
《行政不服审查法》第34条第1款）。
而且作为例外也开通了停止执行的途径（《行政不服审查法》第34条第2款一第7款）。
但是对行政上的不服申诉进行裁断的不是法院而是行政机关，对不服申诉的审查也具有行政组织内部
控制的性质。
这样一来，在取消诉讼的场合，站在行使司法权的法院的立场，不能简单认可的作为例外情况的停止
执行也被宽松地认可了。
实际在法律上，例如审查请求的审查厅是处分厅的上级厅时，则与取消处分不同，不等私人提出申请
，而是依靠职权就可以停止执行（同法第34条第2款）；而且审查厅不是处分厅的上级厅时，其停止执
行的要件比法院作出停止执行的要件要宽松得多（《行政不服审查法》第3条--请与《行政事件诉讼法
》第25条第2款比较），也可以看见这种案例。
、三、行政审判制度“行政审判”的意义除了以上所阐述的根据《行政不服审查法》制定的不服申诉
制度外，还有各种根据个别法律所制定的特别不服申诉制度。
其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一般称为“行政审判”的这种类型。
这就是公正交易委员会、中央劳动委员会所谓的“行政委员会”或相似的行政机关，根据一般称为“
准司法程序（quasi-judicial-procedure）”的特殊程序所进行的审查程序。
根据《行政不服审查法》提出异议申诉、审查请求，这些虽然都是以拓宽私人权利的救济途径为目的
，但这种方法只有靠作出问题处分承担责任的行政厅，通过其自身的反省来实现。
因此仅从私人权利救济的公正性、可靠性来看还不充分，这是不能否定的。
与此同时，行政审判虽然是行政机关的审理程序，但实际上与法院的裁判相似，是组织上或程序上的
保障（“准司法程序”这一用语就源于此），要确保审查的中立、公正，就要使权利救济制度充分发
挥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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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藤田宙靖、翻译杨桐编著的《日本行政法入门》一共分十五章，什么是行政法、行政法上的法关
系、依法行政原理、依法行政原理的例外与界限、行政过程的私人参加、行政行为等，从不同角度来
探讨日本的行政法。
解决“行政法”到底是什么样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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