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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什么是法，既可从应然状态也可从实然状态来说明。
作者认为，面对读者，就应该作出相应的说明。
本科生和法律硕士，绝大多数的就业趋势是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因而应当了解实然状态的法。
即使有部分学生将来并不从事法律实务，也首先应当知道实然状态的法，然后才能去思考和探索法应
该是什么样的。
　　对于法的实然状态或者实然状态的法，学者们可以从自己对法律的理解来解释，这是最简单的一
种写作技巧。
为了避免自己对法律理解的武断性和随意性，学者也可以引用他人的论述，或者说参考他人对法律的
认识来介绍。
这是比较复杂的写作技巧，并且这种写作的难度会因学者的学术严谨度而不同。
但是，用这种写作方法，稍不留心，又会成为对法的应然状态的判断，又会成为学者个人眼中的法。
目前的不少教材，就因此或多或少地成了“学术”法或“个人”法，而并非完全是现实社会的法。
　　对于实然状态的法的最好定义，作者认为莫过于法官的判决就是法。
法官在最终意义上判断、宣布在个案中何者为法，就是一个从纸上的法到现实中的法的过程。
　　⋯⋯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内容概要

　　《中国法学教科书·原理与研究系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系作者负责的“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国家精品课程教材，第一版曾先后获省部级二、一等奖。
《中国法学教科书·原理与研究系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行政
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理，内容包括行政法的基本观念。
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等基本理论，以及行政立法、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主体、相对人，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等，重点介绍了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
　　与国内同类书相比，《中国法学教科书·原理与研究系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的
主要特色在于：第一，本教材着重介绍我国实然状态的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而不涉及应然状态；只
介绍我国而不介绍境外的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第二，本教材借鉴外国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学教科书的写作方法，力求用案例中法官的判词来解释
和说明制定法，而很少采用学者的判断来解释制定法，力求避免作者自己直接解释制定法。
第三，本教材的内容和体系更趋科学，没有将基于特定法律事实而发生的行政法律关系置于行政立法
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前，对只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原理给予了还原，以行政法主要系“司法的
法”而非“行政的法”为主线贯穿全部内容，等等。
第四，本教材力求从个案经验提炼普适规则和一般原理，以总结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中国特色，推
进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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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节行政诉讼的裁定和决定 第六编行政赔偿 第十八章行政赔偿概念和构成要件 第一节行政赔偿的概
念 第二节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 第十九章行政赔偿的范围、方式和程序 第一节行政赔偿的范围和方式 
第二节行政赔偿的程序 案例索引 教学参考书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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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五保”福利，向相对人提供的灾害救济款，向老、少、边、穷地区相对人提供的
扶贫款，以及减少或转让国有企业的债务，等等。
当前，行政给付案件已呈日渐增多的趋势。
行政给付应当贯彻“帮困不助懒”、及时给付以及行政给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原则。
 在我国，有的行政给付系由行政主体决定，如民政部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五保供养证书，劳动
部门颁发的待业证，各地老龄委员会颁发的老龄证，等等；有的则由行政主体委托社会组织决定，如
大学生乘车优惠仅由承运人在学生证上加盖印章；也有的则系由法律规范授权的组织作出决定，吴建
敏案[最指行第41号]裁判要旨指出，“残疾人联合会补贴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学费的行为是具体行政
行为”，理由则是法律规范的授权。
经费来源也不同，有的补贴经费直接来自国库，如国家公职人员的退休金、医疗补贴、救灾款和部分
五保供养资金等；有的则间接来自国库，如铁路局、公交公司和公园在向有关相对人提供优惠后都减
少了应入缴国库的款项；还有的经费则依法来自于乡、镇集体经济。
 行政给付的第一种形式是金钱，如抚恤金、救灾款、救济金和安置款等。
对于这种金钱形式的给付，应当防止两种情况：一是发放人员的挪用、克扣、截留等，二是受给付人
员的挥霍、浪费等。
行政给付的第二种形式是实物，如衣物、食品、药品和农用种子等。
对此应当防范的是，受给付人将救济物品变卖为现金挥霍、将种子当粮食等。
行政给付的第三种形式是有价证券，如免费乘车证、医疗证和领物证。
行政给付的第四种形式是直接帮助，如医治伤病、安置、提供住宿等。
直接帮助，可以是永久的，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是附期限的。
永久的帮助如农村五保户的养老，一次性的帮助如军人安置，附期限的帮助如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提
供的救助一般不超过10日。
具体帮助期限应根据需给付的情形而定。
 行政给付各种各样，具体程序各不相同，但一般包括下列程序：第一，申请、提名或申报。
一般情况下，行政给付需要由相对人提出申请，这既是对相对人的尊重，也有利于行政主体了解情况
。
这种申请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
例如，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向民政部门救助站求助，虽无书面形式，但也是一种申请。
对救灾款的拨付等行政给付，由于灾害已经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则不需要经申请，只要受灾人申
报损失情况，主管部门就可依职权实施。
第二，审核。
对申请、提名或申报，行政主体都应进行审核，目的是防止欺诈，以帮助真正有困难的相对人，并酌
情决定给付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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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2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理，内容包括行
政法的基本观念、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等基本理论，以及行政立法，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主体，相
对人、行政行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等，重点介绍了行政行为和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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