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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
其意即蕴涵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
而《中庸》论道：“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
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
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来看，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都离不开学术科
研力量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
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的重要标志。
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氛围，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弓l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
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
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现、实验与思索的
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
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和意义。
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
、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
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上政学术精神的
象征。
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选择学
习机会，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提倡拓展学术创新空
间，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于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判，探求
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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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行政法学丛书·行政法史论丛》是“上海市重点学科（行政法）”阶段性
理论成果，也是重点学科所凝练的学科方向的具体落实。
行政法史是研究行政法制度和思想等相关范畴发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其既是行政法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行政法史研究不是一般历史材料和事实简单的堆砌，而是试图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得出合乎逻辑的结
论和以资借鉴的学术论点。
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指出：“法学家必当具备两种不可或缺之素养，
此即历史素养，以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征；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
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
”而在我国行政法学界，从史的角度对行政法学学科进行的系统研究相对薄弱，表现在：其一，行政
法史学科研究范畴相对模糊；其二，行政法史学科研究方法相对落后；其三，行政法史学科研究体系
尚未确立；其四，行政法学与历史学学术融合尚未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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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司法行政专家咨询员，山东工商大学、景德镇陶瓷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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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当代行政法学的发展脉络汉唐地方行政法律制度史研究述略从《叫魂》解析滥权之制度空间—
—兼谈中国古代之监察制度清末上海地方自治性质我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及其对现实的启示研究宋代
科举选官制度探微明代监察制度初探中国法制史的若干问题中国古代行政应急制度的回顾与镜鉴老子
无为治世思想的行政法解读秦朝的行政管理体制立法述论行政听证制度史行政处罚设定权发展研究行
政立法制度演变史若干问题研究公务员职位分类的探究行政程序立法发展比较研究及展望中西行政法
律制度的比较——一个历史文化背景的分析论行政程序立法的历史沿革行政成文法渊源史浅论回应于
拓展行政公平义务的一种需要——英国法上合法预期原则与判例的演进俄罗斯行政诉讼历史轨迹透视
法国地方分权制度的变迁——从法国大革命到2003年修宪美国保障措施立法的历史溯源及发展社会保
障权及其实现路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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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论我国当代行政法学的发展脉络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既可以被视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具有逻辑上
的不可割裂性，又可以作为两个不同的事物进行独立研究。
我国行政法学界在这两个问题的处理上似乎更倾向于前者，而忽视了行政法学与行政法治各自相对独
立的属性。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导致我国行政法学体系科学属性相对较弱的一个外在原因。
正是基于这样的状况，笔者撰就本文，试以行政法学作为相对独立的事物为研究起点，以揭示我国当
代行政法学的发展脉络。
一、我国当代行政法学的界定所谓当代行政法学是指以当前这个时代行政权行使的行为规则为研究对
象并形成学科体系的行政法学。
当代行政法学的关键词无疑是“当代”与“行政法学”，只有对“当代”与“行政法学”这两个词的
内涵作出科学确定，才能揭示当代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
梅因指出：“真的，也许除了孟德斯鸠外，在所有这些纯理论中，的确都有一个可以指责的显著遗漏
。
在这些纯理论中，都忽视了在它们出现的特定时间以前很是遥远的时代中，法律在实际上究竟是怎样
的。
”在笔者看来，“当代”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确定其空间的。
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和不同的学科中，甚或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当代”的空间覆盖是有所不同的。
由于法与国家、政权、政权行使的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研究法的学科的当代性之确定，
亦必然受制于一定的国家、一定的政权、一定的政权行使方式。
我们对行政法学当代性的确定亦必须从上列若干元素出发，这是我们对当代行政法学第一个关键词的
说明；“行政法学”是一个具有科学内涵的范畴概念，对行政法治状态的个别研究、对行政法规则形
成的研究等虽为一种推理和思考，但由于其尚未形成一个研究范畴，进而成为一个研究对象，因而还
不能被归入“行政法学”之中。
进一步讲，我们所界定的行政法学是一个能够成为相对独立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的学科，此一关键词
的厘清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决定着行政法学的品位、决定着行政法学的内在规定性。
这是我们对当代行政法学第二个关键词的说明。
从上列两个关键词的解释我们可以用四个标准界定我国的当代行政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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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行政法学丛书·行政法史论丛》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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