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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研究城市规划法律制度的两卷本著作——《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
这部著作是朱芒教授带领其团队用了近五年时间完成的目前在我国这一领域的前沿性创新之作、理论
和实践结合极佳的智慧之作。
朱芒等编著的《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上下)》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城市规划的
各项法律制度，内容涉及城市规划法律制度的形成、城市规划的合法性基础、城市规划的法律程序、
城市规划的司法审查、城市规划中的利益衡量、城市规划中的利益分配等。
同时，《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上下)》还简要介绍了若干在相应领域有代表性的国家
的城市规划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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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芒，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3年2月15日出生于江苏常州。
先后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日本国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公法专业（行政法方向）。
2000年任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2004升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2004年起任现职。
主要著作《功能视角中的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译著《日本行政程序法逐条注释》（
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主要论文《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行政处罚
听证制度的功能——以上海听证制度的实施现状为例》（《法学研究》2003年第5期）、《行政立法程
序调整对象重考——关于外部效果规范与程序性装置关系的考察》（《中国法学》2008年第6期）、《
论我国目前公众参与的制度空间——以城市规划听证会为对象的粗略分析》（《中国法学》2004年第3
期）《“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表现及其范围——从个案判决与成文法规范关系角度的探讨》（《
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
 陈越峰，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助理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学报》编辑。
1977年9月24日出生于江苏仪征。
先后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行政法方向）。
2010年起任现职。
主要论文《公报案例对下级法院同类案件判决的客观影响——以规划行政许可侵犯相邻权争议案件为
考察对象》（《中国法学》2011年第5期）、《合作监督：我国城市规划合法性控制的新形态》（《行
政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高校学位授予要件设定的司法审查标准及其意义》（《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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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纵向体系 同其他法规体系类似，从制定主体上看，城市规划法律规范的制定主体包括
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从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看，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
城市规划法规的纵向体系，是由不同等级的国家机关制定的具有不同效力等级的法律规范构成，体现
的是法律规范的层级关系。
 在中央层面的立法主要包括：2008年起施行的《城乡规划法》，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
部门规章以及部分规范性文件。
在地方层面的立法主要包括地方人大颁布的与全国人大立法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地方人民政府发布
的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法律文件。
 （3）本部分主要考察的法律规范 《城乡规划法》施行以后，虽然与《城市规划法》配套的法律规范
并不随着《城市规划法》的失效而当然失去效力，但是这些法律规范必将依照《城乡规划法》的规定
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配套法规的修改都会在《城乡规划法》所确立的公众参与的制度框架内进行。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部分暂不考察与原《城市规划法》相配套的法律规范，而将考察的重点确定为《
城乡规划法》以及与规划行为相关的环境和许可方面的法律规范。
 2.公众参与条款的界定 程序可以表述为人的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的总和。
①在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参与程序体现的是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方式、步骤、顺序和时限。
公众参与条款是规定公众在何时、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向规划编制机关表达意见，如何报名参加城市
规划听证会等制度规范的总称，比如“公众有权查看城乡规划法草案，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发表意见
”。
 我国的规划立法出于控制行政权的目的，通常不直接规定公众的参与程序。
规划立法着眼于规范行政机关的行为过程，其主要的行文方式是“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
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城乡规划法》第26
条）；“审批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和有关部门审查”（《城乡规划法》第27条）。
类似条款虽然没有直接赋予公众参与规划的权利，但是通过对行政主体的程序性义务的规定，实际上
赋予了公众参与规划的权利，规范了公众参与规划的过程。
所以在本文看来，这些条款便是规定了公众参与程序的条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上下）>>

编辑推荐

《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套装共2册)》是朱芒教授带领其团队用了近五年时间完成的
目前在我国这一领域的前沿性创新之作、理论和实践结合极佳的智慧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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