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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法学》特色：从理论、法律制度以及行政实践三个层面进行综合探讨，结构合理，逻辑清晰。
在遵循传统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现代行政现实以及我国行政法制发展的特点，构建了独特的
行政法学体系。
从“行政”、“行政法”、“行政法学”三个行政法学最基本的概念人手探讨行政法的定位、特征、
存在形式以及行政法学的对象、方法、体系等，继而分析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原则；并从现代行
政法的民主法治理念出发，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作为平等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阐述两者在行政法律
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权利义务等。
   在探讨行政行为的概念、类型论、效力论等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的同时，结合现代行政实践以及我国
行政法制的特点，考察行政行为及其他各种行政的活动形式；鉴于我国政府及学界对行政程序法的重
视，单独对行政程序的独立价值、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等进行探讨；详细论述行政救济的目的、原理、
途径，并阐述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赔偿法的制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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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建淼，1957年11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市。
现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9年7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人民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
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全国“第一届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1997年被列入“全国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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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行政法基础理论  第一章 行政与行政法  第二章 行政法  第三章 行政法学  第四章 行政法的理论
基础  第五章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第二编 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  第六章 行政法律关系理论  第七章 行政主
体  第八章 行政组织法  第九章 公务员法第三编 行政活动法  第十章 行政行为理论  第十一章 行政立法  
第十二章 行政征收  第十三章 行政许可  第十四章 行政处罚  第十五章 行政强制  第十六章 其他行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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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 行政复议  第二十章 行政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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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公正模式公正模式是指行政程序法以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权利为主要价值取向，在保证公正价
值的基础上兼顾提高行政法效率的模式，当公正与效率价值发生冲突时，主张公正价值优先。
因此，公正模式的特征在于注重听取公民的意见并为公民提供参与的机会，重视对公民权利的救济。
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公正模式又可细分为权利模式、民主模式、控权模式、保权模式、保护模式等。
2．效率模式效率模式是指行政程序法以提高行政效率价值为主要价值取向，在保证效率价值的前提
下兼顾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公正价值的模式，当公正与效率价值发生冲突时，主张效率价值
优先。
效率模式的特征在于强调程序的协调、迅速、便利，行政活动的过程、步骤力求紧凑，重视行政程序
的可操作性，实行较多的简易程序和紧急程序。
（二）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选择从我国行政法的现状来看，应当选择公正模式作为行政程序法
的目标模式。
即行政程序法主要应当注重程序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在此基础上，注重保障行政
活动的顺利进行，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三、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是指行政主体进行行政活动过程中，在程序上所应遵
循的基本准则，对所有的行政程序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指导性。
从行政程序法的公正模式来看，行政程序法中应当体现公开原则、公正原则、参与原则、效率原则。
（一）公开原则公开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活动的过程中，通过特定制度让相对人以及利害关
系人了解有关该行政活动的情况。
原则上，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外，行政活动的情况都应向相对人以及社会公开，
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职权的行使。
公开原则是相对人知情权的要求，行政公开为相对人了解行政过程提供了机会，也是相对人参与行政
活动、对行政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的前提。
公开原则的要求包括：第一，行政活动的据以作出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等依
据必须事前公开，未经公开的法律规范不得成为行政活动的依据；第二，行政活动过程中的信息必须
公开；第三，行政决定必须公开。
为实现公开原则的行政程序制度包括信息公开制度、告知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表明身份制度、听证
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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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法学》：21世纪行政法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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