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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自制是晚近逐渐兴起的行政法控权理论，主要指向行政主体自发地约束其所实施的行政行为、使
其行政权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行的一种行政过程，强调行政主体对自身违法或不当行为的自我控制
。
传统行政法学理论认为，对于行政权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外部主体，包括立法控制、司法控制以及公民
和社会舆论监督等，但这种控权方式难以适应行政权力日益扩展、行政理念逐渐更新、和谐社会发展
目标深入人心等一系列社会趋势。
本书《行政自制(探索政府自我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的主旨即在于通过行政自制这一崭新的行政法学
概念探索政府自我控制的理论与实践，弥补传统外部控制的不足：在理论层面，着重分析行政自制的
社会学、伦理学和传统文化上的基础理论支撑，并通过行政环境的考察论证其现实可能性；在实践层
面，则通过裁量权内，控带度、行政内部分权制度、行政惯例制度、绩效评估制度和内部监督制度等
将行政自制从理论转化为现实，发挥其卓越的控权功效。

《行政自制(探索政府自我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由刘福元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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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福元，哈尔滨工业大学法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

吉林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法学硕士、法学博士。
硕士与博士期间均师从崔卓兰教授。
主要学术成果有：以合著者的身份在《中国法学》、《法律科学》、《法商研究》、《法制与社会发
展》等刊物上共发表论文12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
2010年获第四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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