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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行政登记法律制度的学术专著。
据我所知，迄今为止，我国尚无专门研究中国行政登记制度的法学专著。
近些年来，尤在《物权法》颁布后，在法学界，关于中国行政登记法律制度的研究逐渐趋热，争论激
烈，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行政登记是一种独立的还是非独立的行政行为（行政管理行为）？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独立说”、“非独立说”、“折衷说”的争论。
“独立说”认为，行政登记是与行政法学理论对行政行为模式分类下的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等相并列
的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或行政管理行为）模式。
其中又有“法律行为说”和“非法律行为说”之争。
“非独立说”认为，行政登记是从属于某类行政行为的一种形式或程序，其中又存在“行政监督检查
说”、“行政确认说”和“行政许可说”之争。
“折衷说”既认为行政登记具有相对独立的法律属性，又否定其可以独立成为行政行为的模式之一。
2.关于行政登记行为的性质，主要存在“公法行为说”、“私法行为说”和“公私法行为交叉说”之
争，“行政法律行为说”、“准行政法律行为说”和“行政事实行为说”之争，“属于行政许可行为
”和“属于行政确认行为”之争。
3.关于行政登记行为的可诉性，该问题的争论完全与对行政登记行为性质的不同理解相呼应。
认为其属于行政行为或行政法律行为的人自然认为其具有可诉性；认为其属于准行政法律行为的人对
其可诉性表示一定程度的怀疑；而认为其属于行政事实行为的人则断然否定其具有可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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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专著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行政登记的历史、现状、研究状况及综述。
　　2.行政登记的功能、作用及效果。
　　3.行政登记行为的性质及定性标准和分类定性方法。
　　4.错误行政登记及法律责任。
　　5.行政登记的法律救济。
包括：行政登记可诉性问题、司法审查标准问题以及行政登记下的民事权利救济路径问题的研究及解
决方案。
　　6.行政登记司法审查的其他若干重大、疑难问题——结合典型案例。
包括：司法审查对行政登记机关权限的考量、司法审查对行政登记可诉性问题的把握、行政登记司法
审查的法治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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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主编）、《世界宪法法院制度研究》（副主编）、《和谐社会的法治环境研究》（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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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浙江省社联课题、浙江
省教育厅课题、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法学会重点课题、杭州市委市政府重大课题等研究项目10余项
，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等研究项目多项。
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学术进步奖、浙江省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三等奖、浙江省优秀法学论著
二等奖、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等学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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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机选择一些我国现有比较有影响的行政法学教科书，各教科书对行政登记制度的认识不仅过
于狭窄，而且大相径庭：有的将行政登记视为行政许可的一种程序；有的将行政登记视为行政许可的
一种类型；有的将行政登记归为行政确认的一种形式；有的则认为行政登记仅仅是登记（记载），属
于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还有的则在自身体系内界定不清，存在混乱。
例如，在同一本教材里，在“行政许可”一节，认为行政登记是对相对方具有“从事一定活动的资格
”或“具备从事相应活动的能力”的“认可”，把行政登记界定为“确定企业或其他组织主体资格的
一种许可程序。
某些行政许可事项可以通过登记来确认⋯⋯如企业法人登记、公司登记、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
、仲裁委员会登记、外国商会登记等”。
而在“行政确认”一节，却把登记作为行政确认的一种主要形式，认为行政登记是“行政主体应申请
人申请，在政府有关登记簿册中记载相对方的某种情况或事实，并依法予以正式确认的行为。
例如，工商企业登记、房屋产权登记、户口登记、社团登记、婚姻登记，等等”。
①虽然，人们可以接受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常常是同一行政行为的两个步骤”或“有时是一个行为
的两个方面”这样一种观点②，但像“企业登记”这样一种行政行为，究竟是对相对方具有“从事一
定活动的资格”或“具备从事相应活动的能力”的认可或许可呢？
还是仅仅将“相对方的某种情况或事实”“记载”在“政府有关登记簿册中”，并对记载的情况或事
实予以正式确认？
作者并没有向读者做出清晰的交代。
笔者认为：第一，行政登记并不是“一类”行政行为，它是性质交叉混合的一种行政公务行为，具有
多种不同性质的种类。
也就是说，有的行政登记属于行政许可（如固定形式印刷品广告登记，商品展销会登记，户外广告登
记，进出口化妆品生产、加工单位卫生注册登记，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特殊经济区域区内机
构外汇登记，境外投资外汇资金（资产）来源与汇出审核登记，企业工商登记，社团登记，事业单位
登记，司法鉴定机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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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的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行政登记法律制度的理论专著。
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我博士生涯的有形记载。
感谢我的导师、我国著名行政法学专家、前浙江大学副校长、现浙江工商大学校长胡建淼教授对我博
士论文的悉心指导和提出的宝贵意见。
多少带有“王婆卖瓜”色彩的前言、后记，真实展现了我对本研究领域重大问题的见解和研究心迹。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言，行政登记是政府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和手段。
我国的行政登记制度几乎覆盖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
我较早看到并认识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对我国行政登记法律制
度进行梳理、整合与完善，解决我国行政登记法律制度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提
升中国政府管理水平、推进行政法治、完善我国有关行政登记制度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加强对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的保护意义重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另一方面，目前法学界对行政登记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因此，为行政登记的法学研究“添砖加
瓦”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所以，我对中国行政登记法律制度的研究兴趣早已萌生。
但由于忙忙碌碌，一直未能下决心付诸行动。
2007年《物权法》的颁布，又触动了我的这一研究兴趣。
正好，当时博士学业进入论文阶段，我选择中国行政登记法律制度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从而
为了却这个留存多年的研究夙愿提供了契机。
写作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
无论是实证资料的搜集、对中国行政登记制度的梳理考量，还是对理论难题的突破或最终形成某个解
决问题的思路，都是梦萦魂牵的事——有时，为获得一个写作灵感、解决一个研究难题而兴奋；有时
，因一个创新性的思想难以得到求证而不安；有时，则为写作的进度、难度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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