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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钓鱼执法”、“烟民被拘”、“赵C更名”等备受社会关注的典型个案具有怎样的行政法意蕴？
婚检自愿与强制的纷争、治安承包与消防民营的热议、车牌拍卖与价格听证的困惑如何在行政法学理
上逐一得到澄清？
青年行政法学者章志远教授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坚持不懈的思考，在书中进行了行政法学视角的专
业解读。
“理论焦点”与“延伸思考”的设置，在秉持学术气息的同时也增添了本书的应用价值，使其能够作
为法学院部门行政法案例教学的重要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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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志远 
    男，1975年5月出生，安徽贵池人。
1992年9月至1999年7月，在安徽大学法学院就读，获法学学士、硕士学位；1999年9月至2002年6月，在
苏州大学法学院就读，获法学博士学位。
2002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至今，2005年4月晋升副教授，2009年6月破格晋升教授，2009年12月入选“中
国法学新秀100”。
现为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生导师，系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
术带头人、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兼任中国行政法学会理事、江苏省行政法学会常务理事、苏州大学法
学院图书馆馆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民营化与政府规制，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刊
物独立发表论文九十余篇，二十余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报学术文
摘全文复印或转载。
出版个人学术专著《行政行为效力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研究》、《行政诉讼法前沿问题研究》
、《个案变迁中的行政法》等四部，与导师杨海坤教授合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中国特
色政府法治论研究》、《行政判例研究》、《行政诉讼法专题研究述评》等六部。
独立主持完成司法部、中国法学会、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法学会等十余项科研项目，科研成果曾获
司法部第二届法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及其他市厅、学
校级奖励二十余项。
2008年2月至2009年2月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法学院做访问学者；2009年11月赴韩国蔚山大学从事学术交流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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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  一、行政调查研究踯躅不前呼唤范式变迁  二、消防行政调查法制概述  三、消防行政调查法制化
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健全行政调查法制面临的基本课题  五、依托个别化研究实现行政调查的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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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表面上看，中国古代的律令似乎并未对百姓取名有过限制。
然而，由血缘纽带所维系的宗法制度及其遗风早已深深嵌人民间社会之中，成为古代姓名取舍所遵循
的“天然法则”。
一般来说，姓名中的姓往往具有强烈的血缘和身份区分功能，同姓即意味着拥有共同的血缘关系。
因此，在古代社会，除了皇帝改姓之外，普通百姓是断然不能随意改姓的。
即便是姓名用字，由于深受纲常伦理、阴阳五行的潜在影响，因而事实上不需也不能加以改变。
特别是从宋朝开始，随着宗法家族制度的发达，一种以别长幼、明世系为宗旨的按辈分定字命名的方
式日渐规范，名字取定之后就更难以改变了。
宗法观念对姓名取舍的渗透还体现在女子的姓名上。
“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
”在男尊女卑的宗法秩序下，女子出嫁之后，不仅自己的名字随之失去意义，而且自己的姓也退居次
位，甚至连姓也难以保全。
现代京剧《沙家浜》中无姓无名的阿庆嫂和鲁迅小说《祝福》中无姓无名的祥林嫂就是典型的写照。
清末民初，随着西风东渐，立法上开始承认姓名权为民事权利。
《大清民律（草案）》不仅承认姓名权为私权，而且还在总则中以专门条款规定了姓名的登记、使用
、变更及保护。
1929年国民党政府公布《民法典·总则编》，其中第19条正式确认了对姓名权的民法保护；1941年国
民党政府还公布了《姓名使用限制条例》，规定每个人只能使用一个姓名，并用于财产的取得、转移
和变更，但实际上没有执行。
此外，《民法典·亲属编》有关“妻以基本姓冠以夫姓”以及“子女从夫姓”的一般性规定都说明彼
时姓名权并未为个人所普遍享有。
同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婚姻家庭法制也得到不断发展，男女平等的原则逐渐获得认可，越来越多的
女性同男性一起分享到平等的姓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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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个案变迁中的行政法》：真实案例中的行政法理论高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的配套教辅用书重
点探讨民营化、政府规制及自由裁量三大主题行政法学面对社会变迁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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