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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申请行政行为在立法和学说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相关判例已经越来越多。
本书从立法、判例和学说的角度，以有关判例中所存在的问题出发点，分析论证了应申请行政行为与
民事法律行为、职权行政行为、行政合同、附款行政行为之间的界限，讨论了应申请行政行为的法律
效力和法律补救问题，使我们对应申请行政行为有更为科学和深入的认识。
本书是我们以立法为依据，以理论为指导，以判例为主要素材对行政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的尝试，也是
我们运用立法和理论关注实务、解决实务问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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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书摘    依大陆法系及受其影响的日本、我国台湾省行政法学通说，法律效果表现
为对权利义务的设定、变更或消灭，而不包括对权利义务或法律事实的确认；行政确认属于准行政行
为①。
但在我国内地行政法学界，一般将法律效果或者法律意义解释为行为对权利义务的影响及所具有的强
制力、约束力②，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法定概念的界定者也持此说③。
显然，行政确认行为对权利义务具有影响并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
这样，我国行政法学上所说的法律效果就比较宽泛，包括对权利义务或法律事实的确认在内，行政行
为也包括行政确认行为④。
从我国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意图上看，法律效果也是包括对权利义务或法律事实的确认在内的，行
政行为也是包括行政确认行为在内的。
例如，《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4项规定“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
、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第8项规定认为符合法
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行政机
关没有依法办理的”，都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
本案发生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第7条也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门有关土地、矿产、森林等资
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归属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行政案件受理
。
”也就是说，这些关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以及有关事项的行政确认行为，都是可申请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的最新司法解释则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点①。
    总之，从我国行政法学说和我国立法、司法解释的意图上说，商检行为等行政确认行为是具有法律
效果的行为。
另外，就本案来说，如果承认法定强制商检行为的法律效果，如果承认我们前述法定强制进出口商品
以外的商检行为也是行政权的实际运用，那么也就不能不承认法定强制进出口商品以外的商检行为的
法律效果。
因此，法院对本案中被诉行为存在法律效果的认定是正确的。
    2．4．2第二次行为与法律效果    第二次行为，是指在前一次行政行为作出后，在法律和事实状态不
变的条件下，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重复申请所作的行为。
如果第二次行为改变了前一次行政行为或与前一次行政行为有不同的内容，具有新的法律效果，则显
然已经构成了一个行政行为，如【判例16】王某诉某乡人民政府案中被告通知原告停建、拆除建筑物
的行为。
如果第二次行为只是对前一次行政行为的重申、告知或指示，而没有改变前一次行政行为或与前一次
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并无不同，不具有新的法律效果，则并未构成一个行政行为①。
在【判例11】澳门女法官诉澳门司法委员会案中，被告按原告的申请对所公布的候选名单所作的说明
，就被法院认定为没有新的法律效果的第二次行为即解释性行为或行政行为的解释，不是一个可诉性
行政行为⑦。
应当指出的是，第二次行为是就同一行政主体而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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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我们愿携手走进生活——代表编委会说的话                                      总序    我自己的书，基本上没有“
序”，既没有自序也几乎没有请人作序。
实在需要时，就写上一个简单的前言或说明。
现在，我们组织了这套丛书，按惯例就需要有个序。
不过，我并不能为丛书作序，而只能向读者作个说明，交代我们策划这套丛书的经过和想法。
    我记得是前年，在我校作博士后研究的刘恒教授和准备报考我校博士的章剑生教授提议，大家一起
作点合作。
我非常乐意，其实这也是我多年来的愿望。
长期以来，我校从事行政法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一直很少，几乎无法开展对较大问题的集体研究。
此外，大家都在思考合作点什么，以及如何合作。
我想，要集体编写一本书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在主编的统一下，大家的研究特长、风格和个性恐怕就
难以体现了。
章剑生教授的特长是对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刘恒教授的特长是对行政补救法的研究，杨解君教授的特
长是对行政处罚法、违法行政行为及其补救的研究，周佑勇副教授的特长是对行政不作为的研究，我
自己则主要是对行政法理学和行政行为原理有些心得。
如果把各位的研究心得写出来，集合在一起，那么各部分之间就没有多少内在的逻辑关系。
于是，我想通过丛书的形式来组织合作，把选题确定为行政行为，把研究方法确定为判解和实证。
这样，既可以发挥各自的专长，又能找到一些共性。
我的提议得到了各位学友的支持，也得到了武汉大学出版社的支持。
    我之所以提议作行政行为的研究，是因为行政行为是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核心。
我之所以提议作判解，是因为我们的研究要走进生活。
就我自己而言，在1994年前的10年，所作的工作基本上是一种规范分析和制度设计；1998年前的4年，
则主要从事于行政法基本理论的假设、论证、推理和演绎，其结果就是拙著《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
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这些工作尽管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和归宿的，但总有些站在生活之上和生活之外呼吁生活和进行说
教的感觉。
于是，最近一、2年来，我更多地关注了判例，更多地采用了实证方法。
因为法律是一种制度设计，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
理论是一种理性演绎，具有系统性和主观性。
判例则是一种经验实证，具有特殊性和现实性。
然而，判例既是对法律规范的检验，也是对理论的实践。
通过对众多判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制度设计和理论演绎中所存在的多余或者不足，从而提升出某
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规律，以促进制度的完善和理论的发展。
并且，对特定案件的当事人来说，法院的判决就是法的最终体现，判决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法。
学说和立法的无限源泉是现实生活。
这种现实生活，在法学上就是变幻莫测、丰富多彩的法律现象，而法律现象的典型就是各种各样的判
例。
我想，通过对判的关注和研究，使自己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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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应申请行政行为在立法和学说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相关判例已经越来越多。
本书从立法、判例和学说的角度，以有关判例中所存在的问题出发点，分析论证了应申请行政行为与
民事法律行为、职权行政行为、行政合同、附款行政行为之间的界限，讨论了应申请行政行为的法律
效力和法律补救问题，使我们对应申请行政行为有更为科学和深入的认识。
本书是我们以立法为依据，以理论为指导，以判例为主要素材对行政行为进行实证研究的尝试，也是
我们运用立法和理论关注实务、解决实务问题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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