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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前言

　　本套MPA教材筹划于三年之前，现在终于开始陆续付梓印刷。拖延日久，略有遗憾，但在我
国MPA教育启动十周年之际开始出版发行，也有一番特殊的意义。　　我把本套丛书定位于“第二
代MPA教材”，以便与已经大量出版发行的相关教材有所区分。具体说，第二代教材力图在以下四个
方面体现出自己的特色：　　首先是课程的框架结构。第一代教材基本上是本科生教材的翻版，内容
上追求系统全面但章节过多，没有为案例研讨留下适当的余地，不完全符合MPA的教学模式。第二代
教材按照MPA主流课时模式（14周+讲座）设计，共分6到9个专题，除特殊课程和一般课程的导论之
外，每一专题都有对应的案例。这不仅更切合MPA的教学方式，而且由于总体数量的减少，每一专题
可以有更大篇幅展开讨论。　　其次是案例写作。第一代教材大都配有相应案例，但由于章节过多和
篇幅限制，案例叙述在短小简洁的同时不得不牺牲可延展性。精短案例适合课堂上的即兴演练，却难
以作为学生独立深入研讨的文本；依此为基础的案例分析也容易流于是与非、黑与白的简单价值评判
，不利于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二代教材在案例方面力图体现两个进步：（1）突出案
例与相关专题核心知识点的相关性。各专题作者对核心知识点和教学目标的把握最为精准，由他们编
写对应案例有利于保证案例与核心知识点的相关性，从而使专题讲授和案例研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由于条件和基础的限制，目前尚难做到全部配备自编案例，但这无疑是今后新版的努力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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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内容概要

《行政法》是适应MPA教育新发展而编写的第二代MPA行政法教科书，内容涵盖包括行政救济制度在
内的主要行政法制度。在编写和内容安排上，《行政法》力求契合MPA学员的特点和需求，着力于行
政法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的分析和阐释，并配合相关案例，清晰且重点突出地展现中国行政法的基
本制度和最新发展，帮助读者理解和把握行政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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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

章节摘录

　　我们认为，行政法学研究的行政是指由一定的国家组织或社会公共组织执行国家法律和权力机关
（立法机关）意志，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职能而进行的公共管理和组织的活动及其过程。行政具有如
下特征：　　第一，主体的特定性。行政的主体是一定的国家组织或社会公共组织。在中国，行政的
主体一般是行政机关。由于行政任务的多元化和复杂化，非行政机关的组织也可以根据法律或法规的
授权行使一定的管理职能，它们也是行政的主体。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社会公共组织大
量地行使着社会事务管理的职能，行政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因而被称为公共行政。　　第二，
目的的公共性。行政目的的公共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的是公共事务而非私人事务；
二是行政以实现国家和社会职能为目的。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与个人有关的就不属于公共。恰恰相
反，没有一种公共不涉及个人。因此，行政在追求公共目的时，必须注意私人的保护；因此而限制人
民的自由权利，不能超越必要的限度。　　第三，活动的整体性和能动性。虽然社会事务纷繁复杂，
行政必须分成各种职能部门分别处理社会事务，但各个部门的具体活动与国家职能和政策的整体性相
关联，必须在整体上保持统一性和连续性。同时，行政具有能动性，可以因法律的规定和形势的需要
主动出击，以保护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第四，行政的过程性。行政不仅是实体的过程，也是程
序的过程，具有实体与程序的统一性，不能把行政仅理解为实体活动，还必须将它视为一个过程，一
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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