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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课题。
《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确立了行政决策法治化的思路，即以行政决策民主化带动行政决策法治化。
同时，《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确立了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目标，即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统一。
《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在于，培育现代行政决策法治观，构建现代行政决策制度与机制
，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学术意义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有关行政决策的参与式民主法
律机制理论，是拓展行政法学研究视角的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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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剑峰，1970年12月生，甘肃省通渭县人。
管理学博士。
现任教于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
研究领域：宪法学、行政法学、公共政策学。
发表《试论协商性行政执法》、《参与式民主的地方实践及战略意义——浙江温岭“民主恳谈”十年
回顾》、《社区治理的法治思考》、《“法治地方”是实现法治国家的积极途径——以浙江为例》、
《网络参与的意义与局限——政府决策的视域》等论文。
主持完成浙江省社科联“基层民主的实践与创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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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二、社会推进型行政决策法治三、互动结合型行政决策法治第四章 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制度建构第一
节 行政决策主体制度一、行政决策主体的概念界定二、域外行政决策主体法律制度三、中国行政决策
主体法律制度重构第二节 行政决策程序制度一、行政决策程序的概念与特征二、行政决策程序的种类
与功能三、各国行政程序法关于行政决策之规范四、正当行政决策程序的理念与规则第三节 行政决策
监督制度一、行政决策之监督体制二、行政决策之代议机关监督三、行政决策之行政机关监督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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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第五章 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实证检验第一节 温岭民主恳谈个案分析一、民主恳谈的背景二、民主
恳谈的发展历程三、民主恳谈的发展特征四、民主恳谈的价值与意义第二节 行政决策制度的地方创新
一、信息预公开制度二、开放式决策制度三、行政决策程序制度四、专家咨询论证制度第三节 行政决
策法治化的初步成效一、一些决策者的法治意识已基本确立二、行政决策的规则与制度正逐步健全三
、政府主导下的公众参与在逐步扩大四、行政决策的控权机制已趋于多元结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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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七大报告把“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指出
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2008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就加强市县两级政府依法行政的相关
问题予以明确规定，要求完善市县政府行政决策机制，具体为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推行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坚持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建
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以上一系列密集的要求，直指行政决策的集权化、任意化甚至交易化等严重问题。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国家”，行政决策权覆盖范围大，但行政决策法治状况比较落后，行政决策
与社会和谐的要求相去甚远。
传统行政决策结构以金字塔形式建构并长期运行，一方面遭受信息短缺之苦，一方面又承受信息泛滥
之累。
虽然现存制度框架中容许公开讨论政府决策，也开始关注公众知情权的落实，但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
特别关注。
第一，行政决策体制高度集权，行政决策呈现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
第二，行政决策机制不健全。
许多决策“一言堂”，却以集体决策的面目出现。
第三，行政决策的责任不明确。
“谁决策、谁负责”的行政决策责任体系尚未建立。
第四，行政决策的公正性备受质疑，公共性不足。
行政决策失误频繁，甚至决策背后腐败丛生，本书以行政决策法治化为题，探究其战略性问题及制度
建构。
　　一些部门和地方积极探索，为国家层面行政决策法治化提供实践基础。
2002年1月，有关部门第一次举行全国性的行政决策听证会，就“铁路部门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
方案”进行听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近年来，各地举行的各类听证会达数千次，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各地根据各自实际，积极开展制度创新。
2005年1月，湖北省颁布《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若干意见》，就行政决策
的基本规则、程序、民主协商、专家咨询、监督、责任追究等予以规范。
2005年4月，《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制度的实施意见》颁布，立意“为规范省政
府决策行为，推进科学民主决策，提高决策水平和效率”。
同年，国土资源部制定了《国土资源听证规则》，这是我国第一部规范国土资源系统听证工作的规章
。
2008年4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颁布实施，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前，必须严格
遵循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集体研究的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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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社科文库：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
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为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学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
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
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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