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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宪法与行政法论坛(第5辑)》由王学辉主编，全书包括：公法理论与争鸣、宪法前沿问题研究、行政
法适用研究、域外法与比较法研究、公法学术研讨会等栏目，收入了《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现实、困境
与制度化、规范化路向》《日本宪法学界关于基本权保护义务论之论争》《裁判效力制度之再铸》等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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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我国目前来看，行政调解相关法律制度多数散见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章中。
总体来说，我国目前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规范主要集中在公安行政、医疗卫生行政、劳动行政、自然
资源行政、环境保护行政、公共交通行政、工商行政、计量行政、邮政行政以及民政行政等领域。
而各种法律规范对行政调解的规定都很分散，不统一、不具体，操作性不强，由行政机关在全国范围
内各行其是，混乱不已，导致在实践中行政调解应有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严重制约了行政调解制度
的完善和发展。
 在过去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实践中，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受到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
《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司法调解和人民调解制度逐步
得到了完善，而行政调解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上却显得尤为薄弱，这种失衡必然会在总体上损害我国
“大调解”机制全面有序的发展。
在全国层面上对行政调解进行统一规范，是极为必要的。
因此，需要将行政调解的基本共性问题在立法中予以明确，从而为其搭建制度化、规范化的制度框架
。
 （一）行政调解制度的原则 1.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行政调解的精髓所在，其集中表现在当事人的选择
权方面。
是否接受调解、如何进行调解、能否达成调解协议等，都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行政机关的角色仅限
于促成纠纷解决的中立第三者。
 有批评者认为，由于行政调解机关背后所拥有强大的行政资源和强制手段，由行政机关主持的行政调
解中，自愿不具有可能性，合意可能成为“强制的自愿”。
一方面，当事人可能惧于行政机关的权威和影响力而无法真正实现充分意思自治；另一方面，行政机
关可能通过行政调解的形式进行变相强制，惯式的行政思维也可能使行政机关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相对人，使得行政调解的功能异化。
对此，笔者认为这样的担忧不无道理，但不能因噎废食，由此排除行政调解的适用。
首先，当事人自愿决定调解协议的达成及履行，如果当事人受到行政机关的强制，法律并非排除其寻
求其他解决纠纷的途径，当事人的选择权也是对行政机关潜在的约束。
其次，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事人选择行政调解、达成协议的优势因素，对合意构
成障碍的是行政机关滥用其强势地位，通过对行政调解原则、程序、监督和救济制度的构建，对行政
机关进行原则和规则上的约束，行政调解就不会沦为变相强制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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