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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发展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时代背景下，行政权力通过资源分配对处于贫困和急难状态的
公民进行救助的手段将被越来越多地运用。
　　中国行政救助主要依靠政策构建，在制度建立和实施的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
但我国行政救助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无法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我国的行政救助理论上是在秩序行政下构建的，与给付行政下的行政救助在救助目的、救助手段、救
助性质以及理论依据等方面都不相同。
而且行政救助理论在整个行政法体系中处于被忽视的地位，性质上被限定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概念
不清，理论研究不深入，视野狭窄。
加强对行政救助法治化的研究成为当务之急。
　　《行政救助法治化问题研究》首先对行政救助的基本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拓展了传统行政救助
理论的研究空间，并全面分析了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
在此前提下，本书继续探索行政救助的法治化路径。
　　行政救助立法是行政救助法治化的首要问题。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获得物质帮助权”是一种纲领性权利，必须经过立法机关的立法才能落实为
一种具体的权利。
　　《行政救助法治化问题研究》以广义的行政过程论为线索，将行政救助的过程分为行政救助立法
、行政救助决策、行政救助实施和行政救助救济四个部分，运用规范分析、历史分析、实证分析、比
较分析等方法分别对各部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法治化的建议。
　　行政救助立法完善应该贯彻生存权保障理念，制定城乡一体的立法，并应遵循社会国家原则、辅
助性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
　　行政救助制度涉及资源配置，而社会资源处于不断变化中，立法机关不可能对行政救助中资源配
置的总量和方法作出十分具体的规定，因此行政救助中不可避免地要由行政机关行使大量的决策权。
我国实行“分税制”，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地方财政状况的多样性，使得行政救助中裁
量决策权的运用更加广泛。
应该从行政救助决策权、行政救助决策程序和行政救助决策监督等方面对行政救助决策进行法治化约
束。
　　行政救助立法和行政救助决策中形成的行政救助规则需要行政机关的具体实施将其落实，行政救
助实施的法治化应该明确行政救助实施的原则、规范行政救助实施的主体、完善行政救助实施的程序
。
　　为了给公民获得救助的权利提供救济途径，应该对我国现有的救济制度进行完善。
在发挥信访的救济作用的同时认识到信访救济的辅助性。
完善行政救助的复议制度，加强行政救助复议机关的中立性和专业性，确定行政救助复议前置原则。
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增加给付诉讼类型，建立行政救助诉讼的简易程序，将因行政救助造成的损害纳
入到国家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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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种下位规章随意解释、执法人员自由裁量的行径，有违国家法律的尊严，更是一种危险的
倾向。
试想一下，如果授权执法人员强制引导和护送，那么他们又凭借什么来分辨、判别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不需要强制力。
对待心智、体格等各方面正常的人，无论是怀着多么良好的动机，也无论是多么慈善的举动，一旦依
赖于强制力。
它就有可能走样。
因为要想帮助别人，首先应该尊重别人。
即使是对流浪乞讨者也是一样。
那种认为对于“未成年人、智力有障碍者”可以进行强制救助的观念是错误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
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1条规定：“为了对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以下简称流浪
乞讨人员）实行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制度，制定本办法。
”该办法实施细则第2条规定：“《救助管理办法》规定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是指因
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
度日的人员。
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
”通过这些规定可知，《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对象是那些因生活困难而乞
讨的人员，那些职业乞讨者和利用、强制他人乞讨者则不在救助之列。
对于职业乞讨和拐卖、诱骗儿童乞讨等带来的社会问题应该由其他的配套制度来加以解决，如由《治
安管理处罚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配套的法律制度来共同实现，而不能赋予
行政救助以维持社会秩序、救助弱者、教育儿童等多重任务，这是行政救助制度不能承受之重。
若以此为理由，要求赋予行政救助以强制力，就更是走了回头路，重蹈了收容审查制度的覆辙，我们
更应该警惕。
第二，明确行政救助的非强制性可以更好地保护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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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救助法治化问题研究》(作者席能)对行政救助的基本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拓展了传统行政救
助理论的研究空间，并全面分析了行政救助的理论基础，全书分为行政救助的基本理论；行政救助立
法研究；行政救助决策法治化等五部分内容。
《行政救助法治化问题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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