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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进入新时期以来，法治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远非“辉煌”二字所能形容。
其中，行政法治更是突飞猛进式地发展。
在社会转型加速特别是行政法治建设加速推进的今天，更有必要清晰梳理学界近十年来关于行政法发
展趋势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清醒地分析我国行政法进一步发展的未来走向。
　　一、行政法发展趋势的研究状况　　关于行政法发展趋势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所关心的。
随着法治建设步伐的愈益加快，近十年来学者们或是从宏观或是从微观着力研究我国行政法发展之趋
势，以便为我国行政法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高屋建瓴的指导。
概览近十年来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将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多维视角。
　　早在20世纪末，就有学者放眼世界范围内行政法的发展，并指出，近数十年来，随着人类社会的
迅猛发展，行政法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各种明显的发展趋势。
形式上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1）统一法典的制度；（2）体系结构的完整；（3）条文规定的详密
；（4）行政解释的增加；（5）立法技术的提高。
实质上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1）强调行政的积极性；（2）法治机动性的增强；（3）法规内容专
业技术性的增加；（4）社会立法的蓬勃发展；（5）行政法规内容国际化的扩展；（6）日趋重视对人
民权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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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行政法学专题研究述评（2000-2010）》主要针对2000年以来域内行政法学研究成果进行了
评述。
全书共分18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行政主体研究述评、行政第三人研究述评、我国公共行政民营化研
究述评、行政法律关系研究述评、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述评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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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研究述评(代序)--基于近十年的研究第一章　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研究述评第
一节　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研究概述第二节　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实证分析第二章　行政主体研究述评
第一节　行政主体概述第二节　行政机关第三节　其他行政主体第三章　行政相对人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相对人概述第二节　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与义务第四章　行政第三人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第三
人的内涵界定第二节　行政第三人的主要类型第三节　行政第三人权益保护的途径第五章　我国公共
行政民营化研究述评第一节　民营化发展概况及理论背景第二节　民营化具体问题之理论述评第三节
　民营化对行政法(学)之挑战与回应第六章　行政法律关系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法律关系的概念和
内涵第二节　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第三节　行政法律关系的分类第七章　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述评第
一节　行政法基本原则概述第二节　行政法基本原则具体内容的学术争鸣第三节　对上述理论争鸣的
再认识第四节　有待进一步解决的新问题第五节　对热点原则研究的总结第八章　行政行为基础理论
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行为概述第二节　行政行为分类、类型化及内容、形式第三节　行政行为效力
第九章　抽象行政行为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立法概述第二节　行政立法程序--写在《立法法》实施
之后第三节　行政立法的监督第四节　行政立法研究的深化第五节　其他规范性文件相关问题第十章
　行政事实行为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事实行为的概念第二节　行政事实行为的特征第三节　行政事
实行为的种类第四节　行政事实行为的类型化第五节　行政事实行为的法律救济第十一章　行政行为
研究述评(一)第一节　行政处罚第二节　行政强制第三节　行政许可第十二章　　行政行为研究述评(
二)第一节　行政确认第二节　行政规划第三节　行政指导第十三章　行政行为研究述评(三)第一节　
行政给付第二节　行政奖励第三节　行政合同第十四章　行政裁量基准研究述评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理论的反思第三节　实践的出路第四节　确立裁量基准的最终目的第十五章　　行政法律责
任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法律责任概述第二节　行政法律责任的分类第三节　围绕行政违法行为的讨
论第四节　行政法律责任构成要件第五节　行政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第六节　行政法律责任形式第七
节　行政法律责任的免除、转继和消灭第八节　行政问责制第九节　行政执法责任制第十六章　行政
复议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复议概述第二节　行政复议的范围第三节　行政复议的管辖第四节　行政
复议参加人第五节　行政复议程序第十七章　行政赔偿相关问题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赔偿概述第二
节　行政赔偿范围第三节　行政赔偿标准第四节　行政赔偿程序第五节　行政追偿第六节　行政赔偿
的费用第七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草案)》对行政赔偿存在问题的完善一第十八章
　行政补偿相关问题研究述评第一节　行政补偿的概念和特征第二节　行政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第三节
　行政补偿的范围和方式第四节　行政补偿的程序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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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过程
中，因行政职权的配置、行政职权的行使和对行政的监督，经行政法调整之后所形成的权力机关（国
家）与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互相之间、行政机关与公务员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公民
之间、行政机关与各监督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在行政法律关系统帅之下，可以分为四个子系统，即行政权力配置关系，行政职权行使关系，公产管
理关系，监督行政关系。
②　　有学者认为，行政法律关系是指行政机关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过程中，因行政职权的配置、行
政职权的行使和对行政的监督，经行政法调整之后所形成的权力机关、国家与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
关互相之间，行政机关与公务员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行政
机关与各监督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③　　以上广义观点和最广义的观点体现了当前学界对行政法律关系概念最新的探索，尤其是相关论
述特别强调某些特殊行政法律关系类型，体现了行政法研究的前沿领域，有助于我们扩展传统行政法
学的研究视野。
毫无疑问，这种研究路径与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令人鼓舞的。
诚然，学术研究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对行政关系所产生的巨大
影响，适时地扩大行政法律关系概念的内涵。
然而，下列两个重要问题同样是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研究所不容回避的：一是应当立足于部门法的角度
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界定，以便廓清行政法律关系与宪法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等部门法律关系的
界限。
否则，概念的相互混同必然会危及行政法独立部门法的地位。
二是必须站在指导行政法制实践的立场上研究行政法律关系理论。
那种貌似大而全的界定似乎拓宽了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但它也加剧了行政法学研究中固有的“自说自
话”现象，其结果必然使得世人对行政法律关系概念本身存在的正当性产生怀疑。
　　因此，我们基本上同意上述广义的观点，即将行政权力配置中形成的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
关系排除出行政法律关系的外延。
这是因为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是宪法关系，将其纳入行政法律关系范围容易模糊
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界限，不利于行政法的发展。
相应地，行政法律关系包括：行政职权行使关系、公产管理关系、监督行政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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