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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程序法研究》一文从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的比较入手，在分析行政程序的特性基础上，对行政
程序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论文共分八章：     第一章，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
笔者首先分析了行政程序的定义，认为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程序，在现代社会具有双
层含义，包括技术层面的行政程序和制约行政权力层面的行政程序。
其次，对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的异同及行政程序对诉讼程序的吸收、借鉴。
提出行政程序不能完全司法化，只能结合行政程序自身的特点，适当吸收司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司法化。
     第二章，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理论。
笔者从批驳“程序法等于诉讼法”的观点入手，阐述了行政程序法的概念、渊源和功能。
行政程序法作为程序法的一种，是指规范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
的总称，其中，又以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为规范的重点，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所应履行
的程序义务。
行政程序法的渊源包括宪法、行政程序法典、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和程序与实体规范并存的单行法律文
件。
在现代社会，行政程序法具有以下三项功能：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行政程序公正和实现资源优化配
置、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章，行政程序法的历史发展。
笔者分析了行政程序法产生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和行政程序法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行政程序法的
产生以法治理论、权力制约理论、人的主体性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为理论基础，而行政权力在现代化
进程中的扩张带来的制约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的现实需要直接促使了行政程序法的出台。
行政程序法的产生，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文化深刻变革的综合产物。
行政程序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奥地利为代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行政效率；第
二阶段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这一阶段较之第一阶段，更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第三阶段以日本为
代表，仍以促进行政的公开、透明，保护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但立法的重心由欧美转移至亚洲。
笔者最后概况总结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相应的特点。
     第四章，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和体例模式。
关于目标模式，笔者明确了目标模式的划分标准，指出目标模式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并对权利模式与
效率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未来行政程序法应该选择权利效率并重模式。
关于体例模式，笔者明确了体例模式的划分标准，分析了分散规定式和统一法典式两种体例模式各自
的优缺点，提出中国未来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统一法典式，但目前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尚未
成熟，可以先在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执行法中规定相应的行政程序，同时着手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准
备工作，等到时机成熟，不再制定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转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
     第五章，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范围、基本内容和立法架构。
关于适用范围，笔者分析了适用范围的规定方式，适用行政程序法的主体和事项。
关于基本内容，笔者指出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法典化的关系，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内容可从三个方
面界定：1、是否包括实体法；2、是否包括内部行政程序；3、是否包括行政复议程序。
关于立法架构，笔者分析了程序与实体并存型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和行政程序法程序性规定的立法
架构，并对我国未来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作出设想。
     第六章，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
笔者在总结我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首先对基本原则作了定位研究，指出：一方
面，基本原则是行为准则，体现了公平、正义等法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基本原则又具有根本性，
往往由思想原则和法律理论转化而来，需要通过具体原则和制度加以贯彻和执行，才具有可操作性；
其次，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作了总结，指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吻合，
具有两大特点：1、并不限于程序原则，还包括实体原则；2、并不限于公法原则，还包括私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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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详细论述了其中的程序性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
     第七章，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听证。
本章分两部分：听证概述和正式听证制度，其中以正式听证制度为重点。
因为听证在中国是一个使用非常混乱的概念，所以在听证概述部分明确了听证的含义、种类，分析了
听证的功能和听证的适用范围。
在正式听证部分，考虑到中国《行政处罚法》虽然规定了正式听证制度，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给下
一位阶的行政处罚程序立法和执法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这一部分对国外正式听证制度进行了系统的
比较研究，分析了国外行政程序法关于正式听证的适用范围、主体及正式听证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具
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第八章，行政程序法的法律责任机制。
笔者提出行政程序权利义务的概念，指出行政机关违反行政程序义务，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针对行政程序违法责任要视实体是否违法而确定的观点，笔者提出行政程序不仅保证了实体法的实施
，也保证了程序的公正，因此，程序并非实体的附庸，而是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此相对应，行政
程序违法应承担独立的法律责任，不应视实体是否违法而确定。
最后在分析国外关于程序违法法律后果规定的基础上，笔者提出我国应改变现行单一的行政程序违法
责任机制，区别不同性质的行政程序，建立多样化的行政程序违法责任机制，论文对此提供了具体的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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