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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对其博士学位论文作进一步修改、加工而完成的一本学术专
著。
一个博士生，在校学习、研修四年时间（北大博士生学制一般是四年，别的大学博士生学制有少于或
多于四年的），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其四年学习、研究成果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
其博士学位论文。
完成这样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通常要经过确定选题，明确写作思路，收集、梳理资料，构思论文体系
架构和撰写写作提纲、正式开始写作、修改、定稿、导师审稿，根据导师建议再修改、再定稿、将最
终定稿发送校内外五名同行专家匿名评审、由校内外五名或五名以上同行或相关专业专家组成答辩委
员会进行预答辩、答辩，最后予以通过（或不予通过），真可谓“过五关，斩六将”。
经过如此层层关卡和严格程序而打造出的论文自然不同于一些学者一时兴起“一挥而就”的论文，由
此种论文修改、加工而出版的专著自然不同于一些学者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如晋升职称、职务等）
而突击性完成的著作，前者无疑应该凝聚了作者更多的心血和智慧，从而其含金量无疑应该较后者为
高，其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无疑应该较后者为高。
宪法权力架构中的行政立法程序是一个既具理论意义，也具，而且更具实践意义的公法学研究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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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行政立法程序制度置于宪政权力框架的背景下，运用行政法学和宪法学的基础理论，对行政立
法的权力属性、行政立法程序的制度模式及其完善途径、行政立法程序责任的内容、形式及追究原则
等内容进行了极富价值的阐释。
这些成果对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对行政立法程序的进一步探索都将是有助益和有启发性的。
本书的研究成果将为完善我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提供
理论指导和可直接应用的诸多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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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雁英　女，黑龙江人，先后获黑龙江大学哲学系学士学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北京大学
法学院博士学位。
曾任教于黑龙江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现任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
中心特聘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学、国家安全法学及公法理论。
曾获多项教学奖，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编著20部；主持及参与了七项部级、国家级
横向及纵向科研课题，承担并完成了多项行政立法的委托起草和论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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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与契约论中的积极国家观不同，还有一种消极国家观的契约论，这一理论的首倡者是洛克，其
观点是国家或社会是基于人们的同意而建立的，是以个人的同意为依据的，人们通过社会契约赋予国
家的并不是全部自然权利，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人们让渡出去的权利构成国家权力，留下来的权利构成个人广泛的自治权，让渡出去的权利受到保留
下来的权利的约束，所以国家权力是有限的。
国家职能不是要取代自然状态，而是要将自然状态所隐含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予以具体地实现。
这种消极国家观的契约论建构起了自由主义的有限权力的国家理论。
为了保障人们的权利和自由，限制国家权力，就必须分设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可以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其中立法权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即便如此，为了防止立法权侵害人民的自由、生命和财产，立法权也要受到一定的制约。
其中的一项重要的制约因素是：立法机关不能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任何他人。
因为，人民进入国家、刨制政府之后，“除了只受他们所选出的并授予权力来为他们制定法律的人们
所制定的法律的约束之外，不受任何其他法律的约束”。
可见，根据洛克消极国家观的社会契约论，立法机关不能授出立法权，人民只服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
律，行政立法是不具有合法性的。
（二）权力分立与法律保留理论分权理论的实质目的在于回避。
为了防止人的自私天性——为自己牟利益而损害他人权益，所以必须将其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并且由他人进行监督。
这样的观念贯彻到国家政治生活之中，就是将权力适度分开，让握有立法权与行政权的人适当地分开
。
“权力分立”中的“权力”是一个国家统一享有的权力体系，“分立”指这一权力可以分几个阶段和
过程来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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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尽管与传统宪政理论原理存有较大差异，但行政立法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由“立法国”转向“行政国”
的表征，是人们对当代社会议会民主失望而逐步探索进而普遍推行的一种替代性解决方案——将立法
权力和责任部分地从立法机关转移到行政机关，以期完成社会发展赋予国家的繁重治理任务。
转移的结果是行政立法权在本质上具有了立法权的性质，也导致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界限模糊。
基于行政立法的时代角色——当代“行政国”的突出表现，这项研究从宪政权力体系的视角对行政立
法的程序问题进行了分析。
权力的实质合法性应表现为程序的正当性，正当程序虽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的合法性要素。
本书的分析力求表明，行政立法在本质上属于立法行为，需要以立法性程序来赋予其合法性。
行政立法的宪政地位决定了它在宪政权力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有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行政立法程序原本不完善，并且规范的效力低，内外部程序的比例严重失调，职权立法的数量
大于授权立法，体现了行政主导型立法模式的特点。
此模式中的行政立法行为缺乏外部监督，特别需要正当程序的调控和规范。
对此加以改善是本项研究的努力方向。
对于情况迥异的行政立法实践，没有普遍适用的程序规则。
因此解决方案也注定不尽相同，未来改造行政立法程序，可以通过在不同层次建立有针对性的程序制
度，来解决行政立法程序的民主合法性困境，包括针对创制性行政立法设置严格批准程序、针对执行
性行政立法设置中度审查程序以及针对程序性行政立法设置较宽松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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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前学界将行政立法程序置于宪政权力架构中来进行探讨的系统化论著尚不多见。
本书正是基于对目前学界研究中的不足，将行政立法制度置于宪政权力框架的背景下，运用行政法学
和宪法学的基础理论，对行政立法程序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和实证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的
观点。
　　——姜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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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宪政权力架构中的行政立法程序》为今日法学思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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