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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公益诉讼》是司法部项目的最终研究成果。
公益诉讼是近些年为公众和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但立法的局限和现实生活的强烈诉求形成巨大反差
，使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举步维艰。
从理论上对公益诉讼进行梳理拓展乃是当务之急。
《行政公益诉讼研究》以行政公益诉讼为视角，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安排上精简得当、分析透彻，对理
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的阐述，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行政公益诉讼研究》将是公益诉讼研究领域的一大巨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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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学贤，男，1963年3月生，江苏镇江人。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
独著、合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的研究》、《比较行政法——港澳台行政法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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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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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行政公益诉讼范畴论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
展进步的。
”可见，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和法治状况的良莠并非体现为冲突的有无，而在于解决纠纷的方式
及能力。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来看，人们最初是完全依靠私力救济来解决纠纷的。
例如，在巴比伦等古代社会，私力是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
《汉谟拉比法典》的特征之一就是规定了自由民在特定情形下有权实行私力救济，如法典第21、25
、129条；其次是实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法则，以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为主要救济手段，如法典
第196、197、198、200、205条。
日耳曼人也多以私力救济解决纠纷，复仇盛行且发展了一定规则，后渐为赔偿金替代。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推进，社会公共控制力和控制手段的不断增强与完善，人们不再依靠冲突主体自
身的报复性手段来矫正社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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