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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旭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著作，《行政法解释学研究》，从行政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研究和解决行政审
判过程中的法律疑难问题。
这在我国行政法学研究中还不多见。
根据王旭的研究，行政诉讼中的疑难问题，特别是通过许多疑难案件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明
显的特点：由于行政法律规范体系中有大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与一般性条款，它们在个案中产生了解
释难题，让法官拿捏不准、左右为难，比如常有争议的“公共利益”、“显失公平”等等；同时，行
政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中，往往在个案中涉及到较之其他部门法更为复杂的利益碰撞与冲突，涉及到
行政机关自身对于一个理想的行政规制活动的理解并常常与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发生冲突，因此行政
诉讼的疑难问题，相当多一部分是真正的“法律疑难”，行政争议在相当多的时候也是由于站在不同
的立场下理解行政法律规范之不同而引起的。
这些问题的破解都与一个学术工具有密切关系，那就是法律解释学。
都需要法官在适用行政法的时候准确解释法律，那么一套体系化的法律解释学方法也就成为实务对理
论提出的必然要求。
王旭的问题意识是敏锐的，也抓住了中国行政诉讼在理性化的过程中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面对两造
双方争议的法律规范，如何作出理性的、妥当的、正确的解释，是化解行政争议、得到一个建立在坚
实理由上的裁判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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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初步提出一套行政审判中的法解释学。
一方面还原并强调行政法学作为“法学”所具有的实践特征，另一方面在此初步的理论框架内来描述
与评价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中的解释活动为代表的中国行政法解释实践。
本书的核心关怀在于探索行政法解释的特殊性，并围绕其“正当化个案裁判”的法律功能与“释放并
建构政治价值”的政治功能为线索展开论述。
既有描述性分析，也有规范性分析；既有宏大叙事，也有个案解读，希望能够在尊重传统与注意创新
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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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旭，1981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中国法学会法律信息部（研究
中心）兼职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为行政法学、宪法学和法理学。
主要作品有《作为公共理性平台的最高人民法院》（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即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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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行政法解释学的基础理论  第一节 传统法解释学概述    一、法律解释的含义    二、法律解释的
目标    三、法律解释的思维过程    四、法律解释的准则与方法  第二节 行政法解释的本质    一、政治价
值与私人伦理    二、政治价值的基本理论    三、政治价值与行政法解释：通过解释而建构  第三节 行政
法解释的功能    一、法律功能    二、政治功能第二章 行政法解释学对象论  第一节 问题意识  第二节 行
政法规范的一般理论    一、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存在    二、行政法规范的概念    三、行政法规范的分类  
第三节 行政法规范的规范结构    一、行政法规范中的法律概念    二、行政法规范中的法律条文(规范性
语句)  第四节 行政法规范的特征    一、从行政法规范的公法属性看    二、从行政法规范的规范目的来
看    三、从规范作为“客观法则”与“主观行为”的双重存在来看    四、从规范的效力秩序来看    五
、从规范的陈述语句来看    六、从规范的内涵变迁来看    七、从行政法规范的解释主体看    八、行政
法规范理论对行政法解释的影响之综合探讨第三章 行政法解释思维论：在规范、事实与政策之间  第
一节 本章概述  第二节 行政法解释中的“原则思维”与“政策思维”      一、“原则思维”作为标准的
法律思维    二、行政审判中“政策思维”的提出    三、“原则思维”与“政策思维”的关系  第三节 规
范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思维过程    一、规范主义的思维过程    二、实用主义的思维过程  第四节 规范主义
与实用主义立场下的审查标准问题  第五节 政治原则主义解释立场的提出    一、政治原则主义的提出
背景：解释方法的“背景规范”    ⋯⋯第四章 行政法解释方法论（上）：规范主义与实用主义立场下
的方法第五章 行政法解释方法论（下）：政治原则主义立场下的解释方法第六章 行政法解释的中国
实践：以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活动为考察对象结论附录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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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传统解释方法在行政法解释中有一些限制性或补充性的使用要求语义、体系、历史与目的四个要素
虽然构成了行政法解释方法的基本要素，但对于它们都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如对于语义解释，当解释存疑的时候，要做出偏向相对人的解释，法律语义中不能解释出来的行政
机关的权力要推定没有该权力，法律语义中不能明确解释出来的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要推定公民具有该
权利或自由；又比如在目的解释中，如果要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或类推的时候，需要有限制性条件：
只有不增加公民义务或促进公民权利的法律条文才能进行类推解释，如果要进行目的论限缩，不能缩
小公民原来被法律条文所赋予的权利，等等。
3.行政法解释会有一些传统法解释学所没有发现的方法由于行政法规范的特殊性，很多解释方法是其
独有的，比如“合法性推定”解释方法，是指在实用主义思维下，当某个行政机关对法律条文做出了
解释，如果该解释具有基本的合法性，则应该推定该解释是法律的含义。
对于目的解释来说，传统法解释学仍然是以立法目的或法本身的客观目的为中心，但对于行政法解释
来说，这种目的已经连接到行政的目的，政府的目的，也就是说这种目的已经包含在一个含义更广泛
的“背景规范”之中，不再仅仅是立法或法律本身的目的，因此“政策解释”就会成为一种很重要的
目的解释方法。
比如“政策定向的文义解释方法”，通过解读相关政策来反向解释与其相关的法律含义；“政策定向
的目的解释方法”，通过解读相关政策来反向解释相关法律的目的，等等，都是行政法解释独有的目
的解释方法。
又比如在政治原则主义立场下，就会发生解释在“原则思维”（正确性思维）与“政策思维”之间来
回权衡的“政治价值衡量方法”与“政治价值续造方法”这两大特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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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行政法解释学研究》发展出了一套体系化的知识主张，并运用法哲学的背景辅助解决行政诉讼中的
疑难与关键问题，应该说，全书许多地方都闪耀着创新思维的火花。
从中也可以看出年轻一代行政法研究者比较开阔的理论视野与比较丰富的学术想象力。
　　——应松年本书有两个独特的视角值得注意：一是从宪法秩序来解读行政法解释的独特功能与独
特方法。
二是从法律思维方式的角度来反思法律解释的问题，提出了行政法解释中存在的“规范主义”、“政
策主义”与“政治原则主义”三种基本的思维立场。
作者的理论抱负不仅仅是要实现个案的正确裁判，而是抓住了行政审判在当代中国的重要社会意义：
它是社会转型期各种公共政策、公共博弈、公共舆论进行理性论辩与竞争的重要场域，作为“竞争性
重构的过程”的行政法解释无疑也就是各种社会行动者对于理想的公共生活和公共行政的样态进行理
性的论辩与商谈的过程，从而具有了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功能。
　　——韩大元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法解释学研究>>

编辑推荐

《行政法解释学研究:基本原理、实践技术与中国问题》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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