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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执法实务与案例指导》由张水海、张显伟、尹口所著，其主要特点：一是立意较高、视野开阔
。
本书立足于依法治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行政执法体制
改革稳步推进的大背景下，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主线，通观各地区、各部门
行政执法实际，深入研究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
二是紧扣实践，具体生动。
本书根据大量法院判例和政府法制工作实践，提炼归纳出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的角度对行政执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三是突出重点、深入研究。
本书紧紧围绕行政执法的核心内容，突出重点，深入分析，构建本书结构体系。
全书深入研究了八个行政执法基本问题：即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依据、行政执法管辖、行政执法
行为、行政执法裁量权和标准化执法、行政执法证据、行政执法程序与协调机制、行政执法监督与保
障等问题，使行政执法中的重要问题得到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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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考入国务院法制办，现任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备案审查处干部。

在《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人民法院报》、《中国经济导报》，《社会科学论坛》、《社会
科学家》、《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15篇，其中一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宪法学、行政法学》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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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口，男，湖北恩施人，法学博士研究生，浙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讲师，兼职律师。
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办理过多起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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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移送管辖是指已经受理行政事务的行政主体发现没有法定的管辖权，依法将该行政事
务移送到有管辖权的行政主体处理的一种管辖制度。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主要有三种类型的案件需要移送：第一类是行政机关受理行政事务后发现自己对行
政事务根本就没有管辖权，从而进行案件移送，送到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
受移送的行政机关对管辖权有异议的，应当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管理机关指定管辖，不得再自行移
送。
如《医药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规定：“医药行政机关对行政违法案件立案后，发现不属于本行政
机关管辖的，应当及时将案件及有关材料移动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
”第二类是执法相对人的违法行为除了依法应给予一般的行政处罚外，还需要给予治安处罚，须移送
至同级政府的公安机关依法决定是否给予治安处罚。
如在“打黄扫非”中，工商部门查获贩卖淫秽物品者，如情节比较严重的，除了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
外，还可以移送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类是基于各种法律、法规的规定，违法行为人涉嫌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现行很多法律、法规都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行政机关）必须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行政机关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管辖，一方面可以避免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或给违法行为人
以行政和刑事双重处罚，另一方面可以使行政机关集中精力管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务，提高行政效
率，维护法制的权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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