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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套以翻译作品为主的法学丛书。
关注法律出版的人们都知道，在过去的十多年间，法律翻译作品的出版差不多达到了百年来的一个高
潮。
无论是综合性的如“外国法律文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当代法学名著译丛”（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世界法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世界法学名著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
，还是专题化的如“宪政译丛”（北京三联书店）、“宪政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公法名著
译丛”（商务印书馆），以及以国别为依据者如“美国法律文库”（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当代
德国法学名著”、“法国现代法学名著译丛”（均为法律出版社），甚至某个学者自成系统者如朱苏
力教授主持的“波斯纳文丛”⋯⋯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这种法学的大规模“进口”对于开阔学界视野、深化法律教育和学术研究以及推进法治建设的意义是
不言而喻的。
不过，仔细观察，尽管数量不少，但是法律译著的选题品种却仍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一点是，大多是一些理论和学术色彩较重的作品。
由于致力于经典、名著的引进，选材不免惟学理高深者是取，这样，那些贴近社会生活的、具有相当
人文色彩的作品就不多见了。
偶尔有几本也由于选目不当或翻译粗劣而不能形成气候甚至败了读者的胃口。
这种情况不仅导致法学译著的读者面的狭窄，而且也会带来相当的误导，人们会以为这就是外国的法
学和法律的全貌。
甚至对于那些试图打探门径、有所取益的行外学者读到这样的书也往往望而生畏、如坠五里雾中。
法治建设应该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
如果没有其他领域的人士和国民的广泛参与，靠法律界孤军奋战，难有成效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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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逐条注释1993年颁布的日本《行政程序法》的著作，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具体条款乃至具体
的法律词汇用语在立法过程中的由来，以及在适用阶段学说和判例对其内涵构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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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室井力，1930年11月1日出生于日本兵库县。
先后毕业于冈山大学法文学部和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法学研究科（行政法专业）。
历任冈山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1966年任名古屋大学副教授，1968年升任教授，1993年至20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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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
2006年6月8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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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凡例翻译说明行政程序法总括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等事项）  第二条（定义）  第三条（适
用除外）  第四条（对国家机关等的处分等的适用除外）第二章  对申请的处分  第五条（审查基准）  
第六条（标准处理期间）  第七条（对申请的审查、答复）  第八条（理由的明示）  第九条（信息提供
）  第十条（公昕会的召开等事项）  第十一条（多个行政厅参与的处分）第三章  不利益处分  第一节  
通则  第十二条（处分的基准）  第十三条（作出不利益处分之前的程序）  第十四条（不利益处分理由
的明示）  第二节  听证  第十五条（听证的通知方式）  第十六条（代理人）  第十七条（参加人）  第
十八条（文件等的查阅）  第十九条（听证的主持人）  第二十条（听证的期日中审理的方式）  第二十
一条（陈述书等文件的提交）  第二十二条（续行期日的指定）  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不出席等情况下
的听证终结）  第二十四条（听证笔录以及报告书）  第二十五条（再次听证）  第二十六条（经听证后
作出的不利益处分的决定）  第二十七条（对行政复议的限制）  第二十八条（作出解除高层管理人员
等任命的不利益处分之前的听证等特例）  第三节  辩明机会的赋予  第二十九条（赋予辩明机会的方式
）  第三十条（赋予辩明机会的通知方式）  第三十一条（有关听证程序的准用）第四章  行政指导  第
三十二条（行政指导的一般原则）  第三十三条（与申请相关的行政指导）  第三十四条（与许可认可
等处分权限相关联的行政指导）  第三十五条（行政指导的方式）  第三十六条（以多数人员为对象的
行政指导）第五章  备案  第三十七条（备案）第六章  补则  第三十八条（地方公共团体的措施）附则
附录：日本国《行政程序法》全文索引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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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本法的目的本条第一款规定本法的目的在于“确保行政运营的公正以及提高其透明性⋯⋯，以此保
护国民的权利利益”。
因此，本法的终极目的为保护国民的权利利益。
其具体内容如下。
行政决定的事前程序可分为以保护相对人的权利利益为目的实施的程序（权利保护程序）和建立在民
主主义基础之上以广泛听取国民、居民的意见为目的实施的程序（参与程序），本法只规定了权利保
护程序而未规定其他程序。
具体而言，参与程序色彩较浓的行政规范（政令、省令等）的制定程序、规划的制定程序以及公正程
序如招投标程序等内容未在本法中加以规定。
“本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国民的权利利益”的文字规定表现了上述的内涵。
而本法的直接目的可以认为是被设定在“确保行政运营的公正性以及提高其透明性”方面。
此外，此处所谓的国民，不限于具有日本国国籍的人，也包含外国人。
4.确保行政运营的公正性以及提高其透明性（1）所谓“确保行政运营的公正”是指行政的意思决定内
容及其过程不能由行政执行者的偏见所左右，也不能偏向特定人员的利益。
从法律论的角度而言，依据法的规定运行的行政便成为合法行政，法律允许行政机关可实施裁量，或
者原本就不具备法律规定时，行政的意思决定内容及其过程必须做到公正。
本法制定之前，即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尚不完备的时期，“行政程序的公正”、“公正的行政程序”
是一个目标，在本法已经制定的现在，通过依据本法实施“行政运营”，行政决定的内容及其过程中
，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保障（当然，依据个别实体法的规定所进行的行政，即行政“运营”的
合法性也获得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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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一本逐条注释1993年颁布的日本《行政程序法》的著作，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具体条款乃至具体
的法律词汇用语在立法过程中的由来，以及在适用阶段学说和判例对其内容构成的影响。
在中国的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注释法学”曾是一个具有很强烈贬义倾向的词汇。
自1980年代后期起的相当一段时期内，法学界的研究有一种倾向，即用实定法的条款来说明现行政策
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或者用既存的政策内容来解释实定法的具体条款。
对此研究倾向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将其称为“注释法学”。
的确，这一称呼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法学事实上处于政治侍从地位的事实状态。
这种状态的产生，尽管在其背后客观上存在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种种演进和变迁的复杂因素，但毫无
疑问，其反映出法学自身无法自立的现实状况。
另一方面，对“注释法学”批评的武器，在当时基本上借助于自然法的思想和价值观。
然而，问题是，法律分析和法学研究毕竟不是单纯的思想运动，其更多的还需要与法律运用的实务活
动紧密相连，其与实定法，尤其是法典法规文本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一个肯定需要回
答的问题。
说得实在一点，至少法官在作出裁判时必须依据现行法条，以此为基点寻找思想理念价值与现实具体
的案件事实之间的关系。
由此，法典中的条款无疑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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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行政程序法逐条注释》：上海三联法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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