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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公安高等教育系列教材·法学（本科）：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在体系上分为绪论（
基本理论）、行政法主体、行政行为、监督救济、行政诉讼五部分，从而保持体系的完整性。
同时，鉴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课程与学科内容庞杂、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法典、课时数与教材字
数的限制等情况，有所取舍、有所突出，在保持教材体系完整性的基础上，重点突出行政法基本原则
、行政行为和行政救济等内容，使之与现代行政的发展趋势相吻合。
紧密结合公安行政执法实际、突出公安特色，《21世纪公安高等教育系列教材·法学（本科）：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在全面、系统阐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及基本规范的基础上
，根据公安机关的性质、职责和现代法治社会对公安执法的要求，突出行政法原理对公安行政执法的
指导作用、突出与公安执法密切相关的内容、增加公安行政执法的理论与规范内容，使之尽力突出公
安特色、区别于普通院校的同类教材，更加适合公安高等院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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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绪 论 第一章行政法概述 第一节行政与行政权 第二节行政法的概念 第三节行政法的渊源 第四
节 行政法的体系 第五节行政法的作用 第二章行政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行政法基本原则概述 第二节行政
合法性原则 第三节行政合理性原则 第四节 正当程序原则 第二编行政法主体 第三章行政法主体 第一节
行政法主体概述 第二节行政主体 第三节行政公务人员 第四节行政相对人 第五节多元化行政法主体的
构建 第三编 行政行为  第四章行政行为概述 第一节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第二节行政行为的分类 第
三节行政行为的类型 第五章抽象行政行为 第一节行政立法 第二节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 第六章具体行
政行为 第一节具体行政行为概述 第二节行政处罚 第三节行政强制 第四节行政许可 第五节行政检查 第
六节行政主体的其他行政决定与行为 第七章行政程序 第一节行政程序概述 第二节行政程序的基本原
则 第三节行政程序的基本制度 第四节公安行政执法程序 第四编 监督与救济 第八章行政违法与行政责
任 第一节行政违法 第二节行政责任 第九章行政法制监督 第一节行政法制监督概述 第二节行政法制监
督的类型 第三节公安执法监督 第十章行政复议 第一节行政复议概述 第二节 行政复议与相关概念的联
系与区别 第三节 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与制度 第四节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第五节行政复议机关与管辖 
第六节行政复议参加人 第七节行政复议程序 第十一章行政赔偿 第一节行政赔偿概述 第二节行政赔偿
的范围 第三节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第四节行政赔偿请求人与赔偿义务机关 第五节行政赔
偿程序 第六节行政赔偿的方式和标准 第十二章行政补偿 第一节行政补偿概述 第二节行政补偿的范围 
第三节行政补偿的原则与标准 第四节行政补偿的程序与司法救济 第五编 行政诉讼 第十三章行政诉讼
法概述 第一节行政诉讼与行政诉讼法 第二节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一 第三节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十四
章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管辖 第一节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第二节行政诉讼的管辖 第十五章行政诉讼参加
人 第一节行政诉讼参加人概述 第二节行政诉讼原告 第三节行政诉讼被告 第四节行政诉讼中的共同诉
讼人 第五节行政诉讼第三人 第六节行政诉讼代理人 第十六章行政诉讼证据 第一节行政诉讼证据概述 
第二节行政诉讼证据的种类 第三节行政诉讼的证明 第四节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第五节行政诉讼中
提供证据的要求 第六节行政诉讼证据的调取和保全 第七节鉴定规则与勘验规则 第八节行政诉讼中的
质证 第九节行政诉讼中的认证 第十七章行政诉讼审理程序 第一节行政诉讼的提起和受理 第二节第一
审程序 第三节 第二审程序 第四节 涉外行政案件的审理程序 第五节行政赔偿诉讼 第六节 审判监督程
序 第十八章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和裁判 第一节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第二节行政诉讼的判决、裁定和
决定 第十九章行政诉讼的执行与保障 第一节行政诉讼的执行 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期间与送达 第三节 对
妨碍行政诉讼的强制措施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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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行政立法的行政性特征。
行政立法虽然具有准立法性质，但在本质上首先是一种行政行为。
行政立法的行政性与立法性不能等量齐观，行政立法并不是行政与立法的简单结合，行政立法的行政
性与立法性不在同一层次上。
其中，行政立法的行政性是第一位的，反映了行政立法行为的本色，而其立法性则是第二位的，它以
行政立法的行政性为基础，并从属于行政性。
行政立法的行政性主要表现在： （1）行政立法的主体是行政机关。
这是行政立法最基本的特征。
在我国，国家立法活动可分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活动、国家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以及国家军事机关
的立法活动等。
其中，由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的活动即为行政立法。
行政立法的主体特征是行政立法区别于国家其他立法活动的根本特征。
虽然就行政立法制定规范这一行为本身而言，似乎已相当于二个立法机关，但就其整体来说，这种有
限的立法行为只不过是其整体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改变行政立法主体的行政机关性质。
 （2）行政立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行政管理事务及与行政管理事务密切联系的事务。
行政立法作为行政机关的一种活动是应行政管理需要而产生的，围绕行政管理而运作，是一种抽象行
政行为。
因此，行政立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为执行宪法和法律，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所要处理的行政管理事务
以及与行政管理事务密切联系的事务，它一般不能调整民事、刑事领域中的问题。
 （3）行政立法的目的主要是执行法律，实现行政管理职能。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的基本活动就是贯彻执行权力机关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实现
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行政管理职能。
行政立法本质上是一种执行性立法。
例如，《立法法》第71条第2款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决定、命令的事项。
”该法第56条第2款规定：“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
政法规的事项；（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国务院根据《宪法》第89条制定行政法规是自主性立法，但其立法内容限于行
政管理职权范围内，且为行政管理所需而制定行政法规。
 行政立法虽然具有行政性质，但它区别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
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 （1）行政立法的主体范围具有特定性。
享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机关是法律特别规定的，并非所有行政机关都享有行政立法权。
在我国，行政立法主体限于一定范围，包括国务院，国务院部委行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但几乎所有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有实施一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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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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