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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普通高等学校的教学特点和教育部有关教材建设的要求，在法律素质教育思想指导下，
力图将法律知识的传授，同法律思想、观点、心理的引导，以及用法、护法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起来
，从教材建设的高度努力探索知识传授、观念引导、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行政法课程教学新模式。
　　本教材根据“必需、够用”的内容取舍要求，以及“突出应用性，重视实践性”等原则精神，在
总结同类教材编写经验的基础上，对教学内容进行了精选、重组。
在简明扼要地阐述行政法的概念和特点、行政法的历史和作用、行政法的渊源和分类、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等行政法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最新立法
、法律解释和法律实践，对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
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作了比较系统的阐释。
基于普通高等学校专业基础的实际情况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我们根据《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
的通知》和国务院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文件，对国务院的机构设置，以及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的任务和措施，作了全面的介绍。
　　本书由上海理工大学教授陈大文任主编，上海市共舟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平海兵任副主编，由上
海理工大学和西南科技大学等高校的同仁组成编写组。
具体分工为： 第一章，陈大文、吕新； 第二章、第三章，张自明；第四章、第五章，陈锦文；第六
章，许鹏；第七章、第八章，刘德强、吴岩；第九章、第十章，陈大文、姚晓光；第十一章，平海兵
。
　　本书作者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有关著作，尽可能采用学术界通行观点，谨向有关著作权人
致谢。
对参考引用著作，恐有注释遗漏，故在书末附有主要参考文献。
由于编写时间较紧，书中缺点恐难避免，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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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法律素质教育为指导，系统阐述了行政法的概念和特点、行政法的渊源和分类、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等行政法基本理论，根据最新法律以及有关
法律解释和法律实践，对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
，以及行政诉讼法等重要法律作了具体的介绍。
   本书既可作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等本科专业的教材和公选课教材，又可用作行政管
理、社会工作、公共事业管理等本科教育及高职高专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教材，还可供相关的干部
培训、职业培训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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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代行政法既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适用于行政主体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
关系，从而拓宽了行政法的范围。
同时，古典行政法对行政主体主要是从形式意义上来界定的，因而行政主体主要是指行政机关。
当代行政法对行政主体则主要是从实质意义上来界定的，认为行政主体是指一切享有和行使行政权的
组织。
因此，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同公职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也是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与行政法的产生是一个过程一样，行政法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
尽管我们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古典行政法转变为现代行政法的标志，但这种转变既是以往发展
的结果，也是以后发展的新起点。
这种转变也仅仅是行政法内容和适用范围上的发展变化，而并不是行政法本质上的变革。
并且，与行政法在各国的产生时间并不完全相同一样，这种转变的时间也并不一致。
　　2．社会主义行政法的产生　　在资本主义行政法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了一种
新型的行政法即社会主义行政法。
社会主义行政法的产生，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起算。
但是，社会主义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而存在，却是20世纪60年代后的事。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后，由于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同时，由于极“左”思想的禁锢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在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国家制度时，也
抛弃了法律这种人类文明的成果和社会关系调整器。
因此，社会主义宪政并没有得到及时推行，行政法并没有得到重视。
虽然苏联苏维埃主席团曾在个别单行法中规定了法院对某些行政决定的审查权，但直到苏联解体前，
统一、独立的行政诉讼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公众的公权利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司法保护。
因此，行政法在苏联并没有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
受苏联的影响，当时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存在独立的行政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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