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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运用历史、比较、实证以及价值分析的方法，立足于学界对判例、指导性案例、行政判
例等的现有研究成果，突出研究的“本土性”、“实证性”和“部门法”特色，以基本理论、域外考
察、历史发展、现实考证与问题反思为内容框架，基本遵循从“理论”、“制度”到“实践”、再到
“理论”的逻辑进路。
本书作者认为，在我国法制背景达至根本改观的条件下，继续实行案例指导，逐步实现司法解释的判
例化则是较为合乎国情的理性选择。
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通过判例实现对制定法的有克制的补充。
具体到行政法治建设领域，前述逻辑同样成立。
平等权所指的在法律适用以及立法层面上的平等，通过指导性行政案例和行政判例都可以得到充分彰
显。
事实表明指导性行政案例兼具了旨在实现法律和发展法律的功效。
行政法律实现和法律发展中“皱折”的熨平，无疑对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政府法治水平和提高大有
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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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瑰华编著的《指导性行政案例研究》关注和试图回答的是围绕指导性行政案例而衍生出来的下列问
题群：指导性行政案例的概念、范围是什么？
有何价值？
创制程序和效力状况如何？
大陆法系行政判例的基本经验是什么？
其历史源流如何？
在我国行政法发展中具于何种法律地位？
现阶段存在哪些问题？
其发展走势如何？
该问题群构成了本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由此也基本确立了本书的研究框架。
全书立足于学界对判例、指导性案例、行政判例等的研究，突出研究的“本土性”、“实证性”和“
部门法”特色，以基本理论、域外考察、历史发展、现实考察与问题反思为文章架构，基本反映从“
理论”、“制度”到“实践”，再到“理论”的逻辑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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