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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起意编著本书是1996年。
1996年，是自1981年在厦门召开中国第一本行政法学教材《行政法概要》编写会，揭开了我国行政法
学研究新的一页的15周年，又是1986年成立行政立法研究组，从而为促进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作出很大
贡献的10周年。
我有幸参加了《行政法概要》的编写，成为行政立法研究组的一员，并承担了具体的组织工作，因而
，我国行政法发展历程中的这两件大事，也是我个人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工作历史中的大事。
更为重要的是，1996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这将对我国依法行政的理论与实践
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于行政法学者来说，显然是令人鼓舞、催人奋进的大事，碰巧，这一年也是笔者
从教35周年。
中国人喜欢逢五逢十，1996年承载着这么多的涵义，对我个人来说，无疑是值得纪念的年份，于是就
有了这个念头：将这十余年所写的有关行政法学的文章、短简选编成集。
论文、短简较之著作，其实更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更直接、快捷地反映个人对当时行政法学、行政
法制的热点、重点问题的意见、见解和关注，更具有短、平、快的性质，更多些对已有成果的借鉴和
融合。
但较平时对这些文章和短简疏于保存，发表后，就以为完成了写作的初衷，常随手搁置，多有散失，
此次选集，也仅以手边的部分短文为限。
也许这些见解并不成熟，并不圆满，但我个人的学术活动和经历，常与我国行政法侧面反映出我国行
政法制与行政法学发展的历程和轨迹。
    中国研究行政法，始于30年代，那时深受日本行政法的影响。
50年代曾有过以学习苏维埃行政法为中心，希望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行政法学的短暂时期，但为时极
短。
此后长期停顿。
1981年，法学教材编辑部决定以王明灿为主编撰写一本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这是新中国行政法
研究的第一个成果。
    编写教材也是组织队伍、锻炼人才的过程，从此新中国有了自己的行政法学研究和研究行政法学的
队伍，我们将永久铭记王明灿同志的贡献！
    1986年，对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对行政法学研究的发展，是一个有意义的年份。
著名法学家陶希晋，在中国完成了刑法、刑诉、民法、民诉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中国建设宪法统
率下的新六法的主张，即完成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立法的设想。
陶老运用其影响，在北京组织了行政立法研究组。
在北京的主要教学、科研单位——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社科院法学所和实际部
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局、最高人民法院及北京市政府法制办等单位共14人参加
。
陶老给行政立法研究组设定的任务是：在全国人大党委会法工委领导下，起草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的
行政法草案，名之曰试拟稿，作为“毛坯”提供给法工委。
此后，行政立法研究组相继起草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试拟稿。
几年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巨大进展，有人称之谓：“异军突起”。
追念及此，我们自然无限缅怀陶老的远见卓识，也应该感谢我国立法机关对行政法学工作者的信任和
提供其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
广大行政法理论工作者积极投入行政法制建设的实践，大大促进了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理论不再“
灰色”而“葱郁常青”，这是学术发展的康庄大道。
    当前，我国行政法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党的十五大已将依法治国确定为治国方略。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这一目标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历史的规律，也一直是行政法工作者的关注和热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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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法学界最重大的事情，它为整个法学的发展展示了令人振奋的前景。
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是依法行政。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建设法治行政。
这是法学界公认的命题。
多年来，广大行政法学者，包括作者在内，从建立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开始，就始终研究、探索着在中
国实行行政法治的途径，这一努力是与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法制的客观发展规律相一致的。
党的十五大以后，研究依法行政的理论和实践，更是广大行政法学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也是行政
法学发展的新契机。
而瞻利于后望，但愿这本集子能成为读者了解我国行政法学探索、发展行政法治之路的窗口，并有助
于在此基础上实现新的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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