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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内容包括：概念之谜与知识考古；法的
安定性与作为秩序要素的行政行为；法的明确性与行政行为的明确性；法的存续性与行政行为的存续
性；从行政行为的存续性到行政行为的存续力；存续力作为德国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的核心；同为法治
国实践工具的行政行为存续力：存续力生成逻辑的背后原因；对我国学理的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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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宏，1977年出生于甘肃。
1995年至2002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至200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法
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中国政法大学至今。
现为该校比较法学研究院中德法学所副教授。
2003年至2004年曾作为北京大学交流博士生于德国图宾根大学法学院学习。
2006年、2007年、2012年作为访问学者分别赴德国纽伦堡大学、慕尼黑大学、科隆大学进行交流。
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公法和比较公法，特别是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以及德国基本权利的法释义学。
目前已出版专著《法治国下的行政行为存续力》（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译著《德国国家学》（法
律出版社2011年版），在《政法论坛》、《法学家》、《比较法学研究》、《行政法论丛》、《法商
研究》等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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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问题与研究意义 一、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中国行政法的继受不足 二、研究内容与思考进
路 三、研究方法和写作的其他意义 第二章作为制度展开背景的“法治国” 一、法治国的兴起与德国
现代行政法的建立 二、法治国的变迁及对德国行政法的重要影响 三、作为制度展开背景的德国“法
治国”总结 第三章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行政行为产生过程的知识考古 一、知识考古的必要 二、
迈耶创设过程的知识考古 三、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迈耶的真正动因与追求 四、对我国学理的
反思 第四章行政行为法治国功能的实现机理 一、行政行为的核心特征——个体化与明确化 二、个体
化和明确化功能与法的安定性 三、行政行为的法治国功能实现机理 四、行政行为法治国功能的拓展 
第五章概念创设与学科的体系化建构：行政行为创设过程的另一启发 一、行政法的体系思考与体系建
构 二、体系建构、系统理论与体系的独立性 三、作为基础概念和原初规范的行政行为 四、体系建构
与系统化思考的启示 第六章行政行为的概念构成与内涵要素——与司法判决、民事法律行为及行政合
同的对应和差异 一、行政行为的概念要素：以规制属性为核心 二、不同意义上的行政行为 三、行政
行为与相近制度的类比 第七章行政行为的生效与无效——生效制度的特殊安排及其背后成因 一、行
政行为的生效 二、无效行政行为 三、法的安定性与法的实质正义：行政行为生效与无效的宪法依据 
四、对我国学理的启发 第八章作为效力核心的行政行为存续力及其生成逻辑 一、概念之谜与知识考
古 二、法的安定性与作为秩序要素的行政行为 三、法的明确性与行政行为的明确性 四、法的存续性
与行政行为的存续性 五、从行政行为的存续性到行政行为的存续力 六、存续力作为德国行政行为效
力理论的核心 七、同为法治国实践工具的行政行为存续力：存续力生成逻辑的背后原因 八、对我国
学理的反思 第九章行政行为的撤销、废止以及行政程序的重新进行——存续力的具体厘清与制度落实
一、形式存续力与行政程序的重新进行 二、实质存续力与行政行为的撤销与废止 三、对我国学理和
制度实践的启示 第十章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与确认效力——行政行为如何对其他机关和法院发生
作用 一、构成要件与确认效力的由来——判决实质确定力的决定性内涵 二、构成要件效力的意涵要
素 三、作为例外的确认效力 四、对我国学理的启示 第十一章行政行为的合法与违法——依法行政的
判断与法律政策的考量 一、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 二、合法／违法的时间判断基准 三、违法的法律后
果和违法行为的区分处理 四、我国行政行为合法要件的评述与德国法的启示 第十二章行政行为的附
款——行政行为的弹性实现机制 一、行政行为附款的功能及其概念甄别 二、行政行为附款的容许性 
三、附款类型及内涵要素 四、附款的合法性 五、附款的法律救济 六、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缺与德
国法的经验 第十三章新型行政行为 一、多阶段行政行为 二、拟制行政行为 三、暂时性行政行为 四、
承诺 第十四章整饬调试还是彻底放弃——行政行为所面临的挑战与未来 一、行政行为所面临的挑战 
二、行政行为的替代者 三、行政行为的未来：整饬调试还是彻底放弃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二、德
文文献 关键词索引 附：《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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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迈耶对于司法的良好印象还并不仅限于在绝对邦君权国时代昙花一现的帝国法院和帝国枢
密院，即便德国之后从邦君权国迈人警察国，国家权力在此时更加毫无忌惮，但迈耶对这一时期司法
的发展仍旧给予了高度评价。
在他看来，在这样的公权力制度中，居然“形成了一个完全独特的、以法院的独立性原则为标志的制
度”。
在邦君权国时代，王侯可以监督邦法院，甚至直接裁决应由其裁决的争议。
但这种个人干涉的现象却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的普鲁士发生转变，“人们意识到，恰恰是为了国家福
祉的宏伟目标，应该单独在司法这个特别领域制止王侯的个人干预”。
由此，民事和刑事司法相对于行政而言，就具有了全然独立的地位。
在排除了邦君主对于民事和刑事审判的干预后，司法开始完全照着它自己的程式行为，而这种程式就
是“法院只适用经过公布的法律”，而这一点也被迈耶视作是法治思想的重大标志。
 事实上，无论是排除邦君主对于司法的个人干预也好，抑或司法在民事和刑事审判中保持独立也罢，
迈耶之所以如此看重司法的这一趋向，正是因为司法的这种特质终使人民在司法领域对于国家行为变
得可以预见、可以计算和可以估量，也就是说，司法终于具备了类似于制定法的安定（Rechtssicherheit
）。
而国家行为的可预见、可计算和可估量一直以来都在穗国法治国思想中占据至关重要的位置，甚至被
作为早期法治国最显著的特征予以强调。
质疑和批评德国法治国思想者由此出发，认为法治国根本就抹煞了自由与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自
由自始都从法治国的视野中失踪，并不如英美的法治传统一般，具有先于法律的优越性。
这种批评虽不公允（它更着重于法治国的早期，并未观察到法治国之后的发展演变），但却在一定程
度上窥到了早期法治国的基本逻辑——经由法律而进行的治理，这种治理因其依托于法律，因此是可
预见、可计算和可估量的，而人们的自由也唯有在可控制的秩序下得以维续。
反过来，迈耶也极其看重国家行为的可预见性、可计算性和可估量性，正因如此，迈耶当然地将司法
视为公法活动的范本，并极力想要通过行政的司法化来促成行政的法治化。
因为在他看来，行政相对司法所欠缺的正是这种法律安定性，而这种欠缺又是因为行政无拘无束的裁
量余地所导致。
 如果我们将场景转化到行政法的母国——法国，相同的逻辑过程却并不会发生。
虽然一样经历资产阶级革命、一样经历宪政文化的洗礼。
但因为具体国情的不同，对法治要素强调的不同，德法制度发展亦出现重大分野。
在法国，代表进步力量的并非司法而是行政，法国行政法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出行政如何摆脱没落、迂
腐的司法束缚而自由驰骋的特质。
这一点正如大陆法系奉行公法／私法的二元分立，而英美法系则一直将公私区分视为洪水猛兽一般排
拒的原因。
因此，对于迈耶的思考逻辑的考察，绝不能离开他所生活的特殊时代和地域背景，否则就会如同缘木
求鱼一般，彻底失去了理解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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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系国家社科青年项目成果，中国政法大学青年创新团队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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