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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化研究：寻求政府柔性执法的制度规约》的核心目的就在于对非强制行政
行为的制度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已经颁布实施的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文本来寻求政府柔性执法的制度
规约，包括分析这些制度的规范状况、规范内容和规范效力，并考察其立法技术，对各类非强制行政
行为的容纳状况，以及违法或不当地实施非强制行政行为的责任追究机制，以期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
制度化、法治化进程提供借鉴。
在传统的行政法学观念中，行政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强制性，行政主体实施的一切行为均以行政权
为基础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但在行政实践的过程中，强制性行政行为不仅难以适应官民和谐发展的需要，而且无法应对行政民主
、服务行政等以相对人为核心的新型行政法律关系。
本书认为，强制性行政行为所存在的固有缺陷必须由非强制行政行为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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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宝君，1971年10月生，吉林九台人，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法政学院副教授，华南
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哈尔滨商业大学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化，行政自由裁量权，私有财产的行政法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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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现行的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中，《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实施非强制行政管理程序暂行规定》
第72条规定了行政复议和诉讼的途径；《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试行）》第23条
在规定了行政复议和诉讼的同时还规定了相对人举报的途径；而《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指导
监督暂行办法》则在第14、20、21条规定了相对人的投诉程序。
通常情况下，学界一般都把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作为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救济路径，但是我们认为，在
实践中非强制行政行为很难进入行政诉讼程序。
因为从受案范围的角度讲，《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1条明确规定：“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予
受理，这就将非强制行政行为的两个重要类型排除在了行政诉讼之外。
②即便行政复议和诉讼的途径在实践中不存在障碍，它们也同样是上文所述的外部追责途径，即作为
外部主体的相对人通过向复议机关和司法机关提起复议和诉讼来追究违规者的侵权责任，而不是作为
内部主体的行政机关追究违规者违反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的责任。
简单地说，即便复议和诉讼切实可行，也不能弥补或代替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的内部追责程序。
③有趣的是，很多行政主体设计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本身的目的就是减少行政复议和诉讼，一旦复议
和诉讼途径畅通无阻，反而会与行政主体的初衷背道而驰。
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段“工作总结”：“开展非强制行政管理工作以来，我局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的
情况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涉软’投诉案件多年居高不下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近两年仅发
生行政复议案件8件（其中5件申请人主动撤回，3件维持）；行政诉讼案件2件均胜诉；行政投诉案件
降至为零。
”实际上，行政复议和诉讼的案件数量、复议的维持率和诉讼的胜诉率是很多行政主体内部考评的标
准，案件数量少、维持和胜诉的比率高是证明政府形象良好、工作正确的重要指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主体设定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的目的之一就是降低复议和诉讼的发案率，而以
复议和诉讼作为追责程序与非强制行为的制度目标正相冲突。
　　二、非强制行政行为制度内部追责程序的设定　　《泉州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指导监督暂行
办法》对相对人的投诉程序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其在第1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的，同级法制机构
或上级机关可以对行政指导行为进行不定期抽查：（一）行政相对人投诉、举报行政指导行为违法或
不当，需要认真查实的；⋯⋯”第20条规定：“业务机构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指导申请不予受理或者
逾期不予答复或者行政相对人认为业务机构行政指导行为违法或不当的，可以向实施机关或其上级机
关的监察机构或法制机构投诉。
各级工商机关可在适当场所或通过适当方法公布投诉电话，方便行政相对人投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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