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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作为国家的核心部分，同国家一样，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
然而，每个历史时期的政府却具有明显不同的性质和特点。
回顾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文明成果时，我们可以非常自豪地说，法治国家以及法治
政府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开始大步迈向现代文明国家。
经过建国以来长达半个世纪的艰苦摸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终于被郑
重地写入现行宪法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自身也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的战略目标，显示了中国在政治
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进步。
特别是中共十七大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更进一步明确要
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把“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
作为实现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重要内容。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在确立了正确目标的前提下，我们如何脚踏实地地实现这些目标。
研究中国如何走向宪政、走向法治、走向法治政府的具体途径，特别是研究如何在实现宪政背景下建
设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政府。
我国公法学界特别是行政法学界应该自觉地把加快法治政府建设作为当前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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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学法学院仟教，现任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点负责人，兼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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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权由民所授权为民所享　　一、宪政：民主与法治的结合点和平衡点　　二、从具有形式宪法到
具备实质宪政　　三、实现宪政和法治的基本条件和现实路径　　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指导我国宪政建设　　五、在实现宪政的背景下建设法治政府　　六、宪政背景下的行政法目标模式
——综合的、均衡的行政法治模式　　七、在宪政目标下实现我国行政法治的主要途径　　八、以科
学的宪政理论推动行政法治建设第一章 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概说　第一节 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缘
起　　一、我国宪政运动和宪政思想产生的“先天不足”　　二、当代剧烈社会变革所提出的时代课
题　　三、行政法学科自身发展的现实呼唤　第二节 行政法理论基础学说概览．　　一、国内相关学
说之概览　　二、域外相关学说之概览　第三节 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之评价　　一、已有研究之理论
贡献　　二、未来讨论之注意事项第二章 政府法治论概说　第一节 政府法治论提出的背景　　一、
政府法治论创立者的学术背景　　二、政府法治论创立者的学术历程　第二节 政府法治论的主要内容
　　一、政府法治论的立论基础　　二、政府法治论的核心思想　　三、政府法治论的实证基础　第
三节 政府法治论倡导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探讨　　一、重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时代背景——迈向以回应
真实世界为己任的新行政法　　二、政府法治论在构造行政法理论体系中的逻辑铺垫　　三、基于行
政过程理念的政府法治论——方法论角度重构行政法理论体系　　四、政府法治论倡导的行政法理论
体系的基本设想　第四节 政府法治论与其他诸说的关系　　一、政府法治论与公共利益本位论的关系
　　二、政府法治论与控权论的关系　　三、政府法治论与管理论的关系　　四、政府法治论与服务
论的关系　　五、政府法治论与平衡论的关系第三章 政府依法律产生　第一节 政府依法律产生的内
涵　　一、政府依法律产生的含义　　二、政府依法律产生的意蕴　第二节 政府依法律产生的理论演
变　　一、国外有关政府产生的理论演变　　二、中国有关政府产生的理论演变　　三、小结　⋯⋯
第四章 政论由法律控制第五章 政论依法律善治第六章 政论对法律负责第七章 政论与公民关系平等化
第八章 政论法治论的实证研究——以已生效的《行政许可法》为例第九章 政论法治论的实证研究—
—以将制定的《行政程序法》为例第十章 政论法治论的发展趋势余论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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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以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为龙头实现行政法治　　行政法治的实现主要依靠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
通过立法不断调整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运作，为行政权力的行使指明正确方向，主要解决行政权力应当
如何行使的问题；另一种路径是通过司法不断控制和纠正行政权力不正当的运作，为行政权力不正当
行使指明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主要解决行政权力不正当行使情况下外在司法权力的干预与纠偏问题
。
实践中这两种路径是并存不悖、缺一不可的，它们共同保证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
但是，这两种路径又都有其各自的特点：立法规范行政权力，是基于对行政权力的普遍约束与控制，
其重点在于对行政权运行的事先规范和控制；而司法审查行政权力，是基于对行政权力的具体约束与
纠正，是以行政权力不正当行使个案为基础的，其重点在于消除违法影响和纠正越权偏颇。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通过司法权力控制行政权力正确行使，更具有实践意义上的法治精神，是对于行
政权违法后果的最后救济。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奇迹是首先制定了一部《行政诉讼法》，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来
，它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但是它恰恰在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过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火车头”作用。
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总结。
因此．笔者坚持认为中国行政法治仍然应当首先重视并完善司法监督下的行政法治，因为这是一条行
之有效的经验。
近年来，在中国行政法治发展的进程中。
立法规范行政权力取得长足的进展，国家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
等一系列规范政府行为特别是规范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规范。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行政诉讼制度发展步履维艰，甚至裹足不前，以行政诉讼制度为核心的行政救
济制度发展已经落后于立法规范行政行为的步伐。
导致立法规范在实践中的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
笔者认为：不应该知难而退，不应该轻言放弃；恰恰相反，正是基于理论和实践的考虑，我们应当继
续以发展完善行政救济制度为龙头，在实施实质性司法改革的背景下，通过全面修改《行政诉讼法》
，甚至有必要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扩大和强化司法控制行政不当的广度和强度，推进行政法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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