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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社会科学，法学教育不仅要注重知识传授和学术培养的学历教育，还要
承担培养高素质法律职业者的重任。
因此，法学教育不仅要着力培养学生的现实关怀，还要引导学生从万千生活表象中凝练法之要义，在
实务操作中养成法律思维，训练并掌握法律技能，拓展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我们在多年的法学实验教学中充分认识到：对法学专业而言，加强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的培养已成为
关系到法学专业办学水平和提高学生专业素质的内在要求，法学实验教学是培养法科学生法律意识、
立场、技能和职业素养的不可或缺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其重要性比肩理论教学，在整个法学教育
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实验教学，基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其实验方法、手段以及目的都迥
然有别于传统的理工科实验，法学实验教学必须跳出狭隘的实验室实验之局限，走出一条符合法学人
才培养模式的融实验、实训、实践于一体的“大实验”或日“综合实践”模式。
　　重视实验教学和学生实务技能的培养，是武汉大学法学教育的传统特色。
早在1979年武汉大学恢复法学教育之初就提出了“完善心性、夯实基础、强化实践、服务社会”的办
学理念，在坚持培养法律人健全心性的品格的基础上，寻求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协调发展，将传授知
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相结合，推动开门办学，提升实践能力，以形成学校与社会、理论与实践良
性互动的机制，将实验教学作为培养法律职业技能和创新精神的关键环节。
尤其是在2002年以后，武汉大学法学院在坚持“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的原则基础上，整合已有
的实验机构，组建了武汉大学法学实验教学中心，明确提出了“整合资源、完善体系、大胆创新、引
领潮流”的大法学实验观，即根据现代法治对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将专业基础型实验、
综合应用型实验及创新拓展型实验所对应的“实验、实训、实践”三个层次实验形式整体融入或渗透
到法律教学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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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行政执法、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三个方面来介绍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以实验式教
学为主要教学方法，包括演练行政执法、练习司法文书写作、模拟行政审判等。
本书分四章，第一章为概述，旨在为本教程提供纲领，为读者提供指引。
第二、三、四章分别具体从行政执法、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三部分来阐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本书以案例的形式，便于开展实验教学，可供有关专业的学生和实务工作者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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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基本流程。
　　具体行政行为有众多的形式，所适用的具体程序步骤不尽相同，但从过程来看，应包括以下基本
步骤：具体行政行为有依职权与应申请两类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两种方式处理程序开始的前提不同。
　　依职权处理行为程序的开始，是由行政机关依法主动确定的，而应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则以
相对人提出申请为程序开始的前提条件。
处理程序开始的方式为立案。
立案时，一般要履行内部的报批手续，决定立案后，应当指定案件的承办人员，并将其情况及时通知
相对人。
对于不予立案的应向相对人说明理由。
　　立案后，行政机关应全面、客观、及时地调查收集证据，以便掌握与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决定相关
的信息和事实证据，为作出最后的决定作准备。
在调查程序中，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的调查措施、具体步骤进行，不能侵犯相对人或者其他人
的合法权益。
行政机关在认为调查取证比较充分、准备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相对人的意见，给相对人提供
陈述、申辩的机会，以进一步验证所调取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
　　听取意见的方式按法律规定进行，对于影响较大的决定，一般应采取听证会的方式，相对人提出
的新的事实理由要进一步调查取证，对其合理的意见，在作出处理决定时应予采纳。
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办案人员应当拟定处理决定，报送主管领导审批签字。
具体行政行为一般为书面行为。
具体行政行为决定作出后，可以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委托送达、留置送达、公告送达等方式送
达给相对人。
送达完毕后，处理程序结束，具体行政行为对外正式成立。
　　3.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1）行政参与权。
它是指行政相对人依法参与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权利，包括直接参政（成为公务员）的权利、知情权
（了解权）、听证权、行政监督权、行政协助权五个方面的内容。
　　（2）行政受益权。
它是指行政相对人可以依法从行政主体或者通过行政主体的管理活动获得利益的权利，包括基于行政
法规范规定的就业方面的权利、享受社会福利方面的权利、受教育方面的权利以及其他享有利益的权
利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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