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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除前言外，共分十四讲和七篇附文。
头三讲，分别是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行政法的关系视角、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地位平等，是关于行
政法几个基础性问题，可以视为全书的绪论。
第一讲后面附了三位专家的点评。
第四讲对行政法历史演变背后所隐含的哲学基础进行了分析，归纳了行政法的基本特征和哲学基础。
第五讲从整体论的视角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历史演变和学术争论进行了系统归纳和分析。
第六?运用卢梭的政治平衡论，分析了行政法中平衡的几个根本性问题。
第七、八讲是关于行政法机制和制度结构的对话与讨论。
第九讲对中国行政立法中的失衡现象进行了剖析，提出运用公共选择机制的变革促进行政立法的平衡
。
第十、十一讲，从行政过程的角度，对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失衡与平衡进行了分析。
第十二、三讲，从行政诉讼和司法审查的角度，分析了平衡理论的运用，展示了平衡理论在司法领域
中的实践价值。
第十四讲，通过对话的方式，讨论了行政法平衡理论的研究方法。

　　总体来看，整个讲演录逻辑结构比较完整，主线基本明确，前后观点?对连贯，也有较多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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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豪才，1934年生，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
法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罗豪才是新中国行政法学的开创者之一。
十多年前倡导的行政法平衡论和近几年倡导的软法研究，均在法学界引起较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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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
 附文一 平衡论的框架与贡献
 附文二 平衡论的创新与启示
 附文三 平衡理论、行政法平衡论与中国转型
第二讲 从“关系”视角认知行政法
 附文四 相关图表及其说明
 附文五 权能组合配置：迈向行政法的制度平衡
第三讲 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地位平等
 附文六 行政法权利(力)结构的平等性与非对称性
第四讲 行政法的哲学基础
 附文七 平衡论的历史文化渊源
第五讲 行政法理论基础回眸——一个整体观的变迁
第六讲 对峙一平衡
第七讲 行政法的机制
 附文八 行政法的协商机制
第八讲 行政法的制度结构
第九讲 平衡立法与公共选择
第十讲 行政过程论——以行政法理论基础为视角而展开
第十一讲 公众参与和行政过程中的权力一权利平衡
第十二讲 中国行政诉讼的平衡原则
第十三讲 司法审查与利益衡量
第十四讲 行政法平衡理论的研究方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是政府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
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应当在一个多方参与的复合结构中进行。
目前在很多领域，政府职能的转变并不充分，政府权力仍然过大，而公民社会的发育仍然不成熟，公
民参与尚不充分，民间团体的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我们应当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
格局，完善多方联动机制，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平衡发展。
二是执法方式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问题。
目前在有些地方，执法方式还存在简单、僵硬和缺乏科学性的问题，行政主体对相对方的主体性地位
缺乏尊重。
公民的权利是社会的基础，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无论在立法、司法和执法中都要
贯彻这个原则，柔性、合作与协商的执法方式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
三是法规范结构总体上存在的失衡问题。
法在形式上基本可以分为硬规则和软规则两类，也就是硬法和软法。
长期以来，硬法和软法发展不协调，软法长期存在但却遭到忽视，未能与硬法实现优势互补。
这里我将重点说明当前行政法规范结构的失衡问题。
简单地说，传统的行政法学研究只关注硬法，而忽视了软法。
在公共治理过程中实际发挥约束力量的规范，并非全都是由国家制定、自上而下、以国家强制力作为
后盾的规范，而是一个兼有软法和硬法的混合结构。
其中，软法是指那些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规范。
在我国，软法的形态非常丰富，总体来说主要包括四类：第一类是国家立法中的软法规范；第二类是
国家机关创制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软法规范；第三类是政治共同体创制的自律性规范；第四类是社会共
同体创制的自治性规范。
与硬法相比，软法在主体、程序、表现形式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软法的制定主体是多元的
。
现代公共治理的一个特点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责任“向下”、“向外”释放，强调多元主体的
角色分担。
在公共治理中发挥作用的，除了建立在层级制和单向传达基础上的硬法之外，不同的共同体内还可以
形成大量的软规则。
软法在“善治”（goodgovern-ance）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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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行政法的平衡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就其渊源而言，平衡论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也有各国优秀文明的借鉴，更有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的反映。
这一理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探索、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罗豪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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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法平衡理论讲演录》是行政法平衡理论的名家云集之作，想要深入理解和研究该理论体系的读
者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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