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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法律为准绳的法律适用过程，常会遇到下列现象和问题：规定“行政机关应当⋯⋯”的职责，
但没有明确未尽职责的责任；规定“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记
大过的行政处分”的法律责任，但没有规定“由谁”启动、如何追究；许多法律、法规甚至连“行政
机关应当⋯⋯”的规定也没有，只有“国家实行⋯⋯制度”，这些规定如何落实？
实践中难以操作。
　　这些问题，长期困扰着执法实践一线的同志，更困扰着办理由此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
的同志。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单纯是监督不力，也不仅仅是执法不严，更不是立法不公，而是法律责
任制度本身体系不完整、机制不严密。
从制度设计角度看，法律责任既要包括：为保障法律秩序而对违法者设定的违法行为的责任，也要包
括为维护法律秩序而为管理者设定的违法管理的责任。
前者主要惩治行政相对人的违法作为，后者则是督促管理者依法作为、避免违法作为。
　　能否从法治的目的出发，分析法律义务在设定、自觉履行及切实落实诸环节存在的问题的根源，
在此基础上梳理当前及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既有研究成果中零散的想法和建议，归结为解决上述
问题的体系化、结构性思路和建议，既是方法问题，也是立法、执法及司法诸领域都迫切需要解决的
体制问题。
　　本书的目的，旨在从法律控制手段的选择、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出发，探寻法律责任立法所要建
立的社会控制局面的实现状态、评价其实施效果，为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的制度体系提供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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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法律控制手段的选择、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出发，探寻法律责任立法所要建立的社会控制局面
的实现状态、评价其实施效果，为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的制度体系提供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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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纵观上述各家观点，不难发现其共同存在着以下问题：　　首先，责任与义务混同。
从格物致志的基本要求看，二者应当是两个不同概念。
将二者混为一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违反法律义务构成法律责任的一个必要前提。
二者混淆在学理上造成的混乱，大致等同于混淆权利与义务。
我们很难认同：一个权利、义务、责任彼此纠缠不清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开化了的法律体系。
　　其次，对法律责任承担主体的界定过于明确，限制了其合理外延，如将法律责任界定为一切“违
法者”因其违法行为而应承担的相应后果。
问题是：违法行为显然并不是法律责任承担的必备要件；同时，法律责任的实际承担者并不一定因其
自己的行为而担责，如代位责任（雇主责任、国家赔偿责任等）。
　　第三，对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因的界定进一步限制了该概念的范围。
如只将违法行为作为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
　　第四，对法律责任设定目的的淡化。
如果法学研究的目的仅仅是解释既有的法律规则，可以原谅研究者将其目光局限于法律规则的实然性
的语义分析，而较少关怀法律规则及其所用概念的应然性前瞻研究。
但是，从法律制度与规则设计的角度出发，不能不考虑法律制度及作为其组成部分和现实手段的法律
基本结构要素的功能与目的性的分析。
就法律责任而言，不清楚各某行为设定某种责任形式的原因或者目的，对于法律解释、特别是遵循的
影响似乎并不大；但从立法创制的角度着眼，这个问题不能回避。
在没有目的性、缺乏对某项法律责任的功能和损益的全面了解的前提下冒然设立的后果，恐怕不仅仅
是法律责任落实方面的成本及法律规则本身的质量问题，更主要的是立法目的本身难以成就。
法律责任的设定目的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功能比较和损益权衡，是法律责任设定的重要因素，是其概
念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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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律责任设计原理》探讨了如何在立法及执法层面上设计并实现法律责任规范所要达到的效果
。
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三编（第四编作结）：在第一编务虚性的理论铺垫之后，分别从法律责任的设定、
实施两个方面，分析、探询理论与实践、立法与执（司）法的横向联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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