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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过程的性质》

内容概要

《执法过程的性质:法律在一个城市工商所的现实动作》主要讨论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执法的现实运作情
况：同时，也可视作一名工商所基层执法者的工作手记和思考。其尝试回答的问题包括：当代中国城
市基层执法实际上是什么样的？它们遭遇了哪些现实困境？以及如何勘定执法过程的本性？上述论题
由几个限定性关键词构成：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执法以及现实运作。这部书稿，即能活灵活现的
描述出一个基层城市工商所的日常工作，同时像揭开幕布一样告诉读者其中蕴含的理论逻辑。简洁、
顺畅的文笔，让两者交互辉映，从实证法学和法社会学的角度揭示具体执法过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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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波，1981年生，安徽宣城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博士，曾在工商所工作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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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城市
一、为什么会偏向农村
二、农村视角和城市问题的尴尬
三、中国城市研究的现状与困境
第二节 为什么要研究执法，如何研究执法
第三节 本书的限定、角度以及方法
一、对“法律”的界定
二、个案中的叙事
第四节 本书的章节安排
第一章 背景介绍
第一节 工商行政管理制度变迁
第二节 工商“费”“会”制度的格局及影响
第三节 江州工商所
第二章 一次专项整治的故事——对基层执法者与上级关系的记录与讨论
第一节 序幕
第二节 法律科层传递的理论回顾
一、法律位阶理论
二、组织社会学与代理经济学
三、过程主义及其它
第三节 国家意志
一、《特别规定》的内容分析
二、先立法，后推行
第四节 各级工商局的规定
第五节 工商所的日常生活
一、考核的要求与现实
二、执法指标
第六节 专项整治下工商所的动与不动
第七节 讨论与结论：法律的科层耗散
第三章 基层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较量
第一节 科员老王的担心
第二节 社会理论视野下的基层执法者
一、社会分层理论
二、社会资本理论
三、社会资本理论的本土资源
四、小结
第三节 工商所基层执法的要求与现实
第四节 小兰的故事
第五节 对执法谈判的初步讨论
第六节 “老法师”与执法熟悉化
第七节 讨论与结论：法律的社会耗散
第四章 制造权威
第一节 “有腔调”
第二节 “红盾维权进社区”
第三节 树典型
第四节 讨论与结论：法律的再造
第五章 规则丛——一个解释框架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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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哈特描述社会学再讨论
第二节 对哈特法理论的认知与改造
一、什么是“观察者”
二、从承认规则到取消规则
第三节 规则丛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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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并非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在行政法学领域，“行政执行”是一个被明确提出的
法学概念，但是不同的研究者对行政执行的外延理解并不相同。有的人认为行政执行是指行政机关依
据行政程序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这种定义能够大体对应于本书的理解，同时也是行政管理学科中
对行政执行采取的理解方式，即把行政执行作为行政决策之后的贯彻落实环节。不过更多的行政法律
制度和行政法学研究者往往把行政执行定义为在行政相对人不履行法律义务时执法者对其采取的强制
执行措施。按照后一种理解，行政执行是与行政处罚、行政即时强制等制度并列的行政强制执行概念
，并一起归属于“行政处分”的范畴。从后一种认识出发，行政执行也常被分成行政机关自行执行的
非诉行政执行，以及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的司法行政执行。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制定《行政执行法》
，所以我们不能从法定角度确立行政执行的外延。不过依据《行政处罚法》，我们的行政强制执行确
实被拆解成申请法院执行和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两套方式。一些研究者还认为我们实行的是以申请法院
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辅的执行制度。但是，以申请法院执行为主导形式的行政执行制度
可能并不十分符合中国国情。有人已经分析了行政机关申请法院执行的具体困境，而在我所能看到的
江州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执法过程中，申请法院执行的比例非常低，最起码江城工商所从2006年至
今没有一例申请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案件。考虑到法院已经面临严重的诉讼执行难问题，以及申请司
法执行冗长的流程和较高的材料提交标准，无论是从效率还是结果来看，执法者自行执行都是明智之
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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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执法过程的性质:法律在一个城市工商所的现实动作》为区域与都市法制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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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受益良多。对公法尤其是行政法有更多的了解之后，才发现公私法中的“法”性质还是很不同的
，所以如果法理学想抽象出一个法的概念，或者描述法，那么就得很审慎了。以前对公法不感冒，现
在发现正如作者所说的，对司法系统的研究已经过多了，而行政执法一块确实是空白。另外没有通读
过哈特，但是本书最后对哈特的修正（？）或者说是发展还是很能说服我的。
2、先解释研究方法，再限缩研究的范围，其后铺陈研究的对象以及具体的理论，把这些穿插在具体
的事务分析之中，是一本真正优秀的博士论文！我很欣赏作者研究现实生活中真问题的勇气，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分析了诸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怪不怪的执法现象，如打招呼、树立权威等，通过搜集第
一手的资料，再结合一些理论书籍，建立了社会学的模型，分析了问题（虽然还可以继续延展分析的
深度），得出了结论，是当今公法学界不可多得的优秀博士论文。
3、文中内容非常贴近实际,对于了解基层执法过程很有帮助.
4、个案剖析、概念抽象、理论推进、实践反思，一个都不少，骨肉丰满，气色喜人，国内法律社会
学少见的上乘之作
5、接地气。各家理论串联之后，切入个案的角度周密而稳健，深入骨肉的力度细密而节制，应该是
近几年所读最好的法学界法律社会学作品。虽对行政执法研究所知甚少，我还是觉得某些论述比较单
薄，相关中层概念应该需要更厚实的提炼。13万字的篇幅还是少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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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执法过程的性质》的笔记-第80页

        累积的经验告诉基层执法者，在多数情况下执法对象很难与执法机关建立具有支配能力的强关联
，大部分时候都是人托人。人托人的“招呼”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信息不畅。执法对象无法肯定“招呼
”的有效性，处于等待确认的状态中，这给执法者以运作的空间。一方面因为“招呼”的存在，执法
过程有了非常重要的润滑剂，执法对象绝少会驳招呼人的面子而选择复议或诉讼；另一方面因为信息
不畅，执法者有机会占据主动，在自己的心理预期下实现执法目标。

从执法对象角度看，“招呼”是谋求减免法律处罚的非正式能量，是进行社会关联邀请的表现形式。
而对于执法者来说，由于“招呼”实现执法。双方对“招呼”的共同倚力使得“招呼”成为他们“共
用的武器”。“招呼”表面上是执法双方的关联，但这种关联只具有形式意义，在关联内部到底谁具
有制约优势则要看双方的具体较量。

2、《执法过程的性质》的笔记-第83页

        违法过剩，这里的违法过剩不仅包括针对执法对象某一违法行为在同行业中都存在违法过剩，还
包括该执法对象会有多处违法行为。⋯⋯前一种违法过剩会让执法对象觉得法不责众，最起码可以酌
情从轻减轻，从而使得执法对象方面具备了谈判的动因。而后一种违法过剩赋予了执法者压制执法对
象的谈判筹码和操作空间，只要经营者在经营行为中毛病够多，执法者就不怕他们不听话。⋯⋯虽然
目前执法谈判在中国执法法律制度中处于非正式状态，但只要我们真实考虑到执法中的各种阻力因素
——这些因素不仅包括执法双方对社会资本的运用，也包括执法对象可能会采取的各种抵制执法的措
施——就能发现，执法谈判必然是实际存在于执法现实当中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正视这些现实因素，
从而进一步认清基层执法者走到这一步的原因和具体逻辑。

Page 9



《执法过程的性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