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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公法有了盛况空前的发展。
其在规范国家权力、建设法治国家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及成功经验，无疑值得我们关注。
公法调整的对象主要为个体与国家公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此外还有公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中，宪法和行政法无疑构成了公法领域的两大支柱。
从学科分类而言，公法学所涵盖的领域则可以有宪法、行政法、国际法、教会法、刑法、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税法、社会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法律部门。
①本丛书以宪法和行政法为核心内容，但是并不限于此，举凡与公法有关且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作品
，皆可以入选。
对于目前国内资料还比较缺乏的关于地方法、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法、警察法、环境法、建设法与
规划法、学校法、考试法等方面的论著，丛书首先予以重点关注。
丛书致力于以公法学人的分析方法，从整体上并有所侧重地对德国的公法制度进行系统分析阐述，同
时亦致力于进行比较研究。
丛书由译著、著作和论文集构成，尽管译著构成了丛书的主体内容，但是丛书同时也收录专门研究德
国公法的中文著作和论文集，以及主要基于德国公法学术背景所撰写的中文论著。
推出本丛书的想法由来已久，由身处于德国及我国海峡两岸的中德学人共同筹划本丛书，也是一种新
的尝试。
感谢学界前辈对本丛书的关怀，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
主编谨识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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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在规范分析和制度构建层面阐释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制度，并在规范解释的意义上阐释相关理
论与规范之间的关系、规范适用范围以及在实体法律制度构建中的意义。
在公法权利救济制度体系中，行政诉讼制度无疑为核心制度，行政复议制度亦具有独立的制度功能，
而宪法诉讼制度和国家责任制度则起到了重要的弥补漏洞的作用。
通过以《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为核。
的规范体系，构建以行政诉讼制度为主体的公法权利救济制度．以尽可能法律化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建设实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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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飞，1971年出生，湖南人。
1996年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3年获德国科隆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自2004年起
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行政法研究
所兼职研究人员。
著有《司法权对行政权之控制系中国行政法发展之动力：中德比较研究》（德文2003年版），译有奥
托·迈耶著《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和施莱希、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
位、程序与裁判》（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撰写过若干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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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行政诉讼中，实体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原则上与民事诉讼一致，即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
下，由该事实的受益方承担举证责任。
因此，原则上对于设定权利的事实，由该事实的主张方举证；对于阻碍权利形成或消灭权利存在的事
实，由另一方当事人举证。
而何为设定权利的事实、阻碍权利形成或消灭权利存在的事实，则应依据实体法确定。
但是，在行政诉讼中，实体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确定比民事诉讼更为复杂。
因为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所不相同的是，行政诉讼中的双方并非“势均力敌”。
因此，在确定实体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时，要充分考虑到应对行政诉讼中的这种“力量悬殊”来予以弥
补。
③行政诉讼中实体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首先取决于诉讼是否为撤销之诉。
如果涉及的是撤销之诉，那么通常由被诉的行政机关承担实体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因为行政机关在作出被诉的干涉行为之前，必须要符合相应事实上的和法律上的前提条件，因此由其
负担实体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是恰当的。
反之，如果行政机关对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干涉或对于自由的限制不需要予以证明、或者国家不需要为
干涉性具体行政行为承担解释风险的话，那么就直接违反了《基本法》第20条第3款规定的依法行政原
则。
如果诉讼不涉及撤销之诉，而是涉及诸如确认之诉、一般给付之诉或义务之诉的话，那么举证责任所
适用的原则与民事诉讼相同：声称享有某项公法权利的原告，必须证明该项使之享有该公法权利的事
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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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以《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为切入点，选择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宪法诉讼、国家赔偿等四个
最为重要的公法权利救济制度进行系统化研究，仅此创意本身足见作者的德国法学功底。
按照公民寻求公法救济的一般逻辑过程设计篇章结构的安排，可谓匠心独具。
本书是目前国内公法学界有关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基本制度的最系统著作，对国内公法学界深入了解德
国公法制度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高家伟／教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我国
法学界意识到法学应从立法论转向解释论（法律适用论），并开始探索规范法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法学
教材写作风格之际，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份良好的样本。
虽然这是一本纯粹介绍德国法的著作，但从题目、素材和内容的选择以及结构的安排上，都显露了作
者的中国法视角和中国问题意识，这是翻译著作所不能取代的。
本书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本国相关制度的参照读本。
　　——黄卉／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德国法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本书着眼于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从《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出发
，基于规范分析方法，对德国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宪法诉讼以及国家责任等制度进行了探讨，全景
式地展示了一名中国学者眼中的德国公法权利救济制度，不仅使国内学界得以了解德国相关制度，还
为我国建构和整合公法权利救济制度体系的努力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谢利斌／副教授，汉堡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德国公法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
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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