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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制度如何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又是如何在我国土壤上生根发芽的？
在与中国现实生活进行磨合的过程中，出现了怎样的问题，移植途中又是如何受我国传统影响而打上
“中国烙印”的⋯⋯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同氤氲的池沼，长时间来一直困扰着近代法制史学者和行政
法学者。
    本书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番求解，当我们去除芜杂的旁支后。
剩下的就是直面问题本身。
本书以简洁流畅的笔触叙述了中国传统社会行政争议的预防与解决、清末立宪背景下的行政立法尝试
、民国初年的平政院活动种种、北洋政府的行政诉讼立法与实践，配合对经典行政诉讼案例的解析与
说明，勾勒出清末民初行政诉讼的具象。
对于当代行政诉讼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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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传统社会行政争议的预防与解决　　二、传统社会中行政权力的制衡与行政争议的预
防　　马克斯·韦伯在对国家的统治类型进行划分时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应属于传统型统治，
这种统治类型中，统治者方面也严格地受传统的约束。
孔飞力先生将韦伯的认识往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专制君主屈从于官僚，专制
权力和常规权力更多时是和平相处。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中，专制权力的加强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原则。
但在传统社会权力设置和运行的过程中，也存在行政权力制衡的思想和制度，包括政治、法律、伦理
、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
传统社会中行政权力的制约大致可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法律制度的制约和伦理观念的影响。
　　（一）传统社会中行政权力的制度制约　　在诸多关于传统社会行政权力的论著中，普遍认为中
国古代社会的专制权力不受任何约束，皇帝君主乾纲独断，法律和制度根本不可能限制皇权。
这种认识虽具有一定的道理，揭示了传统社会行政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但有失片面，
忽略了传统社会行政权力在设置、分配和运行过程中所蕴涵的权力制衡的理念。
传统社会行政权力的专制色彩过于浓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专制权力本身所包含的一些制约权
力的制度因素，而这些制度往往是多年来治国经验和统治技巧的总结，表现了高超的运用法律和制度
约束权力的智慧。
　　君主专制政体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这一政体的不断发展、完善过程中，相辅而生了限制君主权力的制度，比如言谏和朝议制度。
皇帝是传统社会中最高的行政首脑，专制权力的加强实质上也就是皇权的强化，国家的大政方针均由
皇帝最终决定。
权力过于集中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损害国家和民众的利益。
封建统治者在尊重皇权的基础上，也认识到了对于专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监督和纠正是完全有必要
的，从而在国家机构的设置、权力的运行过程中融人了规范权力的制度因素，试图将至高无上的权力
纳入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否则封建国家的统治将面临严重危机。
明代以后宰相制度虽然被废除，但明代内阁以及清代军机处的出现，既辅助皇权又分割皇权，凸显了
对于专制权力加以制约的历史必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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