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1056219

10位ISBN编号：7301056214

出版时间：2002-5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黎军

页数：19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业组织的行政法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社会中介组织的兴趣和发展在我国已势在必然，它在成立和运作过程中涉及了许多法律领域，既对这
些学科领域的研究进行了丰富，也提出了挑战。
本书首次从行政法的视角较系统地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典型代表——行业组织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
着重探讨和分析了行来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书通过对行业组织分别政府及社会成员 之间形成的各种行政法律关系，及它们在不同关系中的权利
义务进行具体分析探讨，从而明确行业组织在政府与公民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既代表或协助政府
实现对社会的管理以维持公共秩序，又作为社会成员的利益代表对政府形成一定的监督制约力量。
本书的研究拓展了行政法学的领域，使之在内容上更丰富，并对相关行政法学范畴进行了重新探讨，
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第一章是对行业组织产生的理论背景以及中西方国家行业组织特点及成因的研究。
首先，从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娄理论，以及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行来组织的兴起是政府
与市场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演变的一种必然体现。
其次，描述了中西方国家行业组织的特点并分析了形成这些特征的各种因素，其中特别涉及到我国行
业组织的几个发燕尾服阶段，也指出了我国行业组织在今后发展中应选择的模式和应注意的问题。
    第二章是对行业组织在行政法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随着公共行政概念的发展，行业组织的公共管理行也逐渐纳入行政法的调整范围。
而公共行政概念发展的前提是行政分权的兴起，其必然结果则是行政主体的多元化，因此，本章对行
政分权及行政主体多元化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
最后，从行业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双重身份入手，对行政法应如何对行业组织进行规
范进行了初步探讨。
    第三章是对行业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
行业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一种既有相互支持协作又相到监督制约的关系。
本章首先分析了政府对行业组织进行培育和支持的原因及具体体现。
其次探讨了政府对行业组织进行监督管理的必要性及主要方式。
最后也分析了行业组织对政府活动进行监督制约的必要性和具体途径。
    第四章是对行业组织与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研究。
在对行业组织与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同法律性质的多种关系进行一般分析基础上，重点研究了行业组织
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时的权力来源以及权力种类。
其次，对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自治规章这一管理方式进行了详细剖析。
最后，研究了行业组织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以及追究其责任的方式，其中着重分析的两个问题是“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及行业组织在行政诉讼中的被告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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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本书的研究对象：行业组织　　（一）选题原因　　本书避免从宏观角度研究所有社会中介
组织，而只选取其中的一种一行业组织为代表来进行分析和论述，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如上
文所述，社会中介组织的范围难以明确，并且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很难
从宏观上进行统一研究。
　　其二，社会中介组织的形式多样、种类各异，难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予以论述。
这类组织的复杂性正如英国学者胡德所说：这类单位之间的“不同的情况，不是像这个人的头和那个
人的头的差别，而是像蚂蚁的头和大象的头的差别。
”因此，为了研究与论证的方便，只能选取其中的一种类型进行具体分析。
　　其三，行业组织在我国是发展最快、最具代表性的一类社会中介组织。
因而对这一对象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反映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基本概
貌。
如从数量上看，“截至1997年底，经民政部登记的全国各工业部门（包括部、委、局、总会、总公司
）所主管的一级（全国性）社团组织有406家，除去学会、研究会、基金会和管理性质的协会外，属行
业协会性质的有208家”。
从功能上看，我国已经逐步将一些行业性的公共管理事务交给行业组织来完成，如行业规划、行业技
术标准制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分析和发布行业经济技术和市场信息等技术性管理职能。
　　（二）“行业组织”的界定　　在进行具体论述之前，首先应对本书的研究对象——行业组织—
—予以界定。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笔者所作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研究和论述的便宜起见，即为了理论研究
的需要而对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现实进行了为我所用的裁减与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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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选择从行政法角度来研究行业组织的诸多问题，在我国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毋庸讳言，这一课题的复杂性与原创性也曾多次使我望而却步，几度想放弃。
但基于对该课题重大意义的认识，同时也由于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与支持，最终我还是怀着惴惴不安
的心情开始了对这一陌生领域的“拓荒”。
尽管自选题开始，就已对写作过程的艰难困苦有所预料，但从收集资料到形成观点直至付诸文字的整
个过程仍使我对学问之途的困惑乃至痛苦感触非浅。
　　当论文终于问世时，我一面为能暂离写作过程的紧张痛苦而稍为舒心，另一面却也为文章的浅薄
幼稚而倍感困扰。
写作本文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我来说，这又确是力难堪任的。
由于资料的缺乏，理论与实践的不成熟，以及本人学识和笔力的有限，本文的研究不仅无法全面解决
行业组织与行政法的相关问题，而且就文章已涉及的内容来看，也仅是一种初步的、一家之言的分析
与探讨。
如果本文能作为“引玉之砖”引起行政法学界对于此问题的重视与探讨，也就算达到写作的目的了。
本文的构架与撰写过程凝聚了许多老师、同学和朋友们的支持与帮助。
首先，我要感谢北京大学的罗豪才教授和姜明安教授，三年来，他们在百忙之中对我的教诲和培养使
我受益非浅，在论文的选题和构思及写作过程中他们也一直给予了极其重要的关注与帮助。
我还要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的应松年教授和袁曙宏教授，他们的精心指点和引导对本文的最终定稿大有
裨益。
另外，导师组的孙琬钟教授、郭道晖教授、皮纯协教授、方世荣教授也给予了极大的启发和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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