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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代社会，裁量作为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已经完全渗透到行政法领域的每一个角落，从而构
成了行政法的最核心部分。
很大程度上讲，现代公共行政的生命就在于裁量，行政法的中心任务则在于通过法治解决行政裁量的
问题。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行政法就是关于治理行政裁量权的法，而行政法学则是一门关于治理行政裁量
权的艺术和事业。
然而，行政裁量问题又是如此的复杂广泛而又令人揣摩不定，要想实现行政法对这一问题的有效治理
，这无疑是一项十分宏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值得行政法学去认真而理性对待的重大课题。
　　本书从分析行政裁量与法治的关系人手，以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围绕行政裁量的治理模式选择
，以及作为行政裁量法治化治理模式的四个环节即“作为规则之治的裁量基准”、“实体上的利益衡
量”、“过程中的利益沟通”、“对裁量的司法制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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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司法部等部级以上科研项目5项，承担其他项目10余项。
曾获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高校青年教师奖、首届“钱端升法学成果奖”等，并入选教
育部首批“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江苏省“3337,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二层次人才。
很大程度讲，现代公共行政的生命在于裁量，无裁量即无行政。
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裁量都应当受制于法律的治理，行政法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法治实现对行
政裁量问题的有效治理。
《行政裁量治理研究》从分析行政裁量与法冶的关系人手，以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围绕行政裁量的
治理模式选择，以及作为行政裁量法治化治理模式的四个环节即“作为规则之治的裁量基准”、“实
体上的利益衡量”、“过程中的利益沟通”、“对裁量的司法制衡”等问题展开研究，旨在通过科学
创建行政裁量的法治化治理框架及其运行规则体系，勉力构建系统而成熟的行政裁量理论体系，探求
切合中国特色的行政裁量治理方案。
　　很大程度讲，现代公共行政的生命在于裁量，无裁量即无行政。
然而，在现代法治社会，任何裁量都应当受制于法律的治理，行政法的核心就在于通过法治实现对行
政裁量问题的有效治理。
　　本书从分析行政裁量与法治的关系入手，以一种功能主义的立场，围绕行政裁量的治理模式选择
，以及作为行政裁量法治化治理模式的四个环节即“作为规则之治的裁量基准”、“实体上的利益衡
量”、“过程中的利益沟通”、“对裁量的司法制衡”等问题展开研究，旨在通过科学创建行政裁量
的法治化治理框架及其运行规则体系，勉力构建系统而成熟的行政裁量理论体系，探求切合中国特色
的行政裁量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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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行政裁量及其治理模式一、域外行政裁量理论之考察（一）德国法中的行政裁量学说溯源（二
）英美法中对行政裁量的认识二、我国对行政裁量的研究状况（一）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二）大陆
地区学者的认识三、行政裁量的理论界定（一）外延：行政裁量与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关系（二）内涵
：行政裁量是否存在“自由”的问题（三）行政裁量的存在形态剖析四、行政裁量与法治：排斥或补
充（一）实质法治与行政的能动性（二）形式法治与个案的正义性（三）裁量的另一面——危害与治
理五、英美行政裁量的治理模式（一）传统主流的规范主义控权模式（二）正在生长的功能主义建构
模式（三）两种治理模式之比较六、行政裁量的中国治理模式选择与制度构建（一）通过行政规则对
行政裁量范围的适当限定（二）通过均衡性利益衡量对行政裁量的实体建构（三）通过实质性利益沟
通对行政裁量的过程建构（四）司法审查技术的跟进与完善第二章 作为规则之治的裁量基准一、引言
：现象、问题与理论回应二、裁量基准的正当性基础三、裁量基准的范围与效力（一）裁量基准的功
能范围（二）裁量基准的适用效力（三）小结四、裁量基准制度的构建（一）裁量基准设定的原则（
二）事实情节与裁量格次的划分（三）裁量基准制定中的公众参与（四）裁量基准的公开公布机制（
五）对裁量基准的监督制约第三章 实体上的利益衡量一、利益衡量的必要性及其一般原则（一）利益
衡量方法及其在行政裁量中适用的必要性（二）行政均衡：利益衡量之一般准则（三）均衡性利益衡
量的实现二、裁量的情节与适用（一）裁量情节的体系及其影响（二）多项情节的适用冲突与竞合（
三）构建裁量情节适用的新模式三、惯例、公共政策与利益衡量（一）行政惯例的影响（二）公共政
策的调整四、个人社会资本的影响（一）个人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对裁量的作用方式（二）个人社会
资本影响裁量的原因分析（三）削减个人社会资本对裁量不当影响的策略第四章 过程中的利益沟通一
、利益沟通的价值及其一般原则（一）在行政裁量中引入利益沟通机制的价值（二）行政正当：利益
沟通的一般原则（三）实质性利益沟通之提倡二、参与、听证和公开：利益沟通的一般方式（一）参
与的形式（二）听证的价值（三）公开的作用三、构建新型的实质性利益沟通方式（一）行政契约（
二）磋商抑或协商（三）和解与调解（四）小结四、和解的引入（一）裁量：和解在行政法中引入的
前提与空间（二）和解：行政裁量有效运行的一种制度选择（三）构建我国行政裁量的和解制度（四
）行政诉讼和解的制度改革第五章 对裁量的司法制衡一、司法制衡的必要性及其策略调整二、司法审
查的范围与标准（一）对裁量的司法审查范围（二）对裁量的司法审查标准三、从规则到原则：司法
审查标准的抽象化路径（一）法律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引入（二）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功能与效力（
三）法律演进中的法律原则（四）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个案分析四、从案例指导到判例制度的发展（
一）观察对象：“行政[2005]004号案例”（二）案例指导制度对以往案例编纂制度的超越（三）现行
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不足与未来发展（四）结语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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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认为，在行政领域可以建立两种相互补充的行政质询制度：一种是定期的质询制度。
这种质询由行政机关按部门定期举行，由一般社会公众参加。
公众可就重大或有疑问的行政管理政策和措施，向到会的答复人提出质询。
答复可以现场给出，也可以事后通过公告的方式给出。
为提高质询的威慑性，确保质询的“刚性”，定期的质询会必须邀请媒体到场，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和
人大、纪委必须派员列席。
另一种是个案质询制度，①由满足一定条件的利害关系人就行政主体的某一次具体的行政行为行使质
询权。
个案质询由行政机关的其他非裁量人员或部门负责人主持，裁量人员应到会接受质询，应对行政裁量
行为的作出过程作出解释并答复质询。
质询的过程应公开进行，应允许旁听和新闻采访。
这样，作为一种事后监督程序，行政质询制度就可以和事前的行政听证制度形成一种相互呼应之势。
通过裁量者的质询答复，公开裁量结果的形成过程，可以进一步让裁量者暴露在公众的目光之下，可
以更有力地防止社会资本在“暗箱”之中的不当操作。
　　最后，发展法律咨询、援助制度，寻找一个好的“中间人”。
社会资本对行政裁量正义不当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来自于社会资本的非均衡性。
相对于强势群体，弱势群体往往因拥有较少的社会资本，而成为被蹂躏和压迫的对象。
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基于某些天然的本性，极易孳生一种“欺软怕硬”的本能思想。
当手中握有的权力成为炫耀的资本和发泄的工具时，受伤害的往往是社会的弱者。
面对强大的公权力，保障弱势群体能平等与之对话的一种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便是为弱势者寻找
一个可资依靠和信赖的“中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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