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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更呈
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受到世人瞩目。
同时，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也日益发挥出重要作
用。
一批在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更多崭露头角的年轻学人
迅速成长起来，许多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对学
习行政法产生浓厚兴趣。
毋庸讳言，我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面临许多挑战和考验
。
因此，应该继续加大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力度，让更多的人参与和了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不断发展和完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使其在国家和民族振兴的伟大工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2008年4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热情相邀，希望我能组织编写一本面向法学研究生和法学本科生
的教材。
尽管此前曾经参加撰写过数本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教材，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自己亲自主编
还是第一次，因此还是难免有些惶恐。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认真审视自己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科知识掌握的深度和水平，并考察国内
外行政法教材的现状后，产生了一些想法和创作的冲动。
在征询多位老师的意见，受到他们的鼓励和肯定后，遂坚定了信心，决定尽最大努力，编撰一本尽量
不让大家失望的教材。
我邀集了数位法学基础功底扎实、学术视野开阔、治学严谨且已经崭露头角的行政法学新锐，分别来
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大连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
学等知名大学法学院的王彦教授、高秦伟副教授、闫尔宝副教授、章志远副教授、赵颖副教授、吴鹏
副教授、孔繁华副教授、王柱国副教授和王青斌博士等，共同完成这一任务，并得到了大家的鼎力支
持。
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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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在精简基本知识内容的基础上，对重点内容及其最新发展进行了极大的丰富与深化，
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教材只阐述通说的常规；在知识结构安排上，更加完善，并具有前瞻性和系统性
。
其每《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级教程》中都包含着诸多新的观点及引发思考的提示，并融入相关的现
实案例，有助于读者扩大知识视野，提高对知识理解的深度，拓宽思考现实问题的广度，从而形成自
己的法学知识架构，最终有助于在实践中解决问题。
本套丛书的体例，主要设置四个模块：（一）核心提示——核心的导读性提示，即正文的阅读重点，
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二）正文；（三）深度思考——提供学生思考的开放性主
题，从而使所学知识得以巩固和实际运用；（四）推荐阅读/扩展阅读索引——为学生继续更深入地学
习，推荐相关的阅读书目，或提供相关的学习资料索引以方便搜索。
这些模块不是孤立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交互融合，共同起到引导、运用和深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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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行政合同产生的原因行政合同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法国是行政合同运用最广泛的国家，但行政合同脱胎于民事合同，其应用具有自发性，因而，行政合
同究竟发源于哪个国家的哪个时期，已无从考证。
德国、葡萄牙、我国台湾地区先后将行政合同纳人本国和本地区行政程序法中予以专门规定，形成了
比较完备的行政合同法律制度。
日本行政合同法律制度则比较特殊。
明治宪法下的日本法律制度模仿德国，在行政合同理论上的看法则与法国相差无几。
战后，日本法律趋向普通法系，对公私法二元化展开了批判，反映在行政契约问题上，日本行政契约
理论并未得到发展，缺乏相应的法律与判例，在实际中意义不大。
英美等普通法系国家从功能意义上看，有类似于行政合同的政府合同制度。
“当论及政府合同或在中国所称的行政合同时，我们所指的是这样一种制度，在此制度下行政机关在
开放的市场上采购、获取服务，将财产权转移给非政府实体，或者通过使用合同方式实施政府活动。
”①综观世界各国行政合同的产生、发展，其出现的原因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契约社会
化程度的加深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契约史来看，早期的契约是一种“铜块和衡量的交换”，源于商品交
换的领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成为时代的主流，契约所代表的主体平等、意思自治、诚实有偿及妥
协与合作等内在精神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契约成为法治的源头。
契约也从经济领域内解放出来，不仅在市民社会中取得了基础性地位，而且在国家生活中也为人们所
重视，19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正是借助于深人人心的契约形式和契约精神将民主法治的思想普及到社会
大众。
20世纪以来契约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实际上是契约对社会新形势的适应，契约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变，
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复活。
更新了的契约观念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并与行政领域的变革相呼应，开始了向行政领域的渗透
，契约得以在行政领域内登堂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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