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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绪论

第一章　行政法学的基本概念

第一节　行政

一、行政、国家行政与公行政

二、行政权与公权力

三、行政与行政国家

四、行政与法治国家

第二节　行政法

一、中外行政法的一般定义

二、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



三、行政法是控制与规范行政权的法

四、行政法是难以制定统一法典的法

五、“新行政法”的形成和发展

第三节　行政法学

一、行政法学是法学的分支学科

二、行政法学是研究行政法现象的法学学科

三、行政法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法学学科

四、学习和研究行政法学的意义

第二章　行政法的法源

第一节　行政法法源概述

一、行政法法源的含义

二、国外行政法法源简介

第二节　行政法的制定法法源

一、宪法与法律

二、地方性法规与自治条例、单行条例

三、行政立法

四、条约与协定

第三节　行政法的非制定法法源

一、法律解释

二、判例



三、习惯和惯例

四、行政法理

第三章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节　行政法基本原则概述

一、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含义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

三、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确定

第二节　行政法的实体性基本原则

一、依法行政原则

二、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三、越权无效原则

四、信赖保护原则

五、比例原则

第三节　行政法的程序性基本原则

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二、行政公开原则

三、行政公正原则

四、行政公平原则

第二编　行政法主体

第四章　行政法主体概述



第一节　行政法主体的概念

一、行政法主体的含义

二、行政法主体与行政主体

三、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

第二节　行政法主体与行政组织法

一、行政法主体与行政组织

二、行政组织法的主要内容

三、行政组织法的体系

第五章　行政机关

第一节　行政机关概述

一、行政机关的含义

二、行政机关的性质和特征

第二节　行政机关的职责与职权

一、行政机关的一般职责

二、行政机关的主要职权

第三节　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对行政机关的要求

一、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

二、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三、服务与规制的关系

四、服务与法治的关系



第四节　我国现行行政机关的体系

一、中央行政机关

二、一般地方行政机关

三、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机关

四、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

第六章　其他行政主体

第一节　其他行政主体概述

一、其他行政主体的含义

二、其他行政主体的种类

第二节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一、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含义

二、被授权组织的条件和范围

三、被授权组织的法律地位

第三节　其他社会公权力组织

一、其他社会公权力组织的含义

二、其他社会公权力组织的行政主体资格

三、其他社会公权力组织的范围

第四节　行政委托情形下的行政主体

一、行政委托概述

二、受委托组织的含义



三、受委托组织的条件和范围

四、受委托组织的法律地位

第七章　公务员

第一节　公务员概述

一、公务员的概念

二、公务员的分类

三、公务员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　公职关系

一、公职关系的概念

二、公职关系的发生

三、公职关系的内容

四、公职关系的消灭

第八章　行政相对人

第一节　行政相对人概述

一、行政相对人的概念

二、行政相对人的分类

第二节　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与权利、义务

一、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

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三、行政相对人的义务



第九章　行政法制监督主体

第一节　行政法制监督概述

一、行政法制监督的概念

二、行政法制监督与行政监督的区别和联系

第二节　行政法制监督主体的种类及监督内容

一、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二、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

三、专门行政监督机关的监督

四、国家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的监督

第三编　行政行为

第十章　行政行为概述

第一节　行政行为的概念和分类

一、行政行为的概念

二、行政行为的分类

第二节　行政行为的模式

一、行政行为模式的概念

二、行政行为的模式化

三、行政行为的模式定位

第十一章　行政立法

第一节　行政立法概述



一、行政立法的概念

二、行政立法的分类

三、关于行政立法不作为

第二节　行政立法的原则和程序

一、行政立法的原则

二、行政立法的程序

第三节　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一、行政立法的合法性要件

二、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机制

第十二章　行政规范性文件

第一节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种类和地位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种类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地位

第二节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控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要件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监控机制

第十三章　具体行政行为

第一节　具体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

一、行政权能的存在

二、行政权的实际运用



三、法律效果的存在

四、表示行为的存在

第二节　具体行政行为的分类

一、羁束行政行为与裁量行政行为

二、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依申请行政行为

三、附款行政行为和无附款行政行为

四、授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

五、要式行政行为和非要式行政行为

六、行政作为和行政不作为

七、独立行政行为和需补充行政行为

八、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

第三节　具体行政行为的错误和瑕疵

一、具体行政行为的错误

二、具体行政行为的瑕疵

第四节　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

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

二、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时间

第五节　对行政裁量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

一、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裁量事项的范围

二、行政裁量对于行政管理的必要性



三、法律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

四、法律规范和控制行政裁量具体行政行为的途径

第十四章　行政处理（一）——依申请行政行为

第一节　行政处理与依申请行政行为概述

一、行政处理概述

二、依申请行政行为概述

第二节　行政许可

一、行政许可的概念

二、行政许可的种类

三、行政许可的作用

四、《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基本制度和原则

第三节　行政给付

一、行政给付的概念

二、行政给付的种类

三、行政给付的作用

四、行政给付的原则

第四节　行政奖励

一、行政奖励的概念

二、行政奖励的种类与形式

三、行政奖励的作用



四、行政奖励的原则

第五节　行政确认

一、行政确认的概念

二、行政确认的主要形式与基本分类

三、行政确认的作用

四、行政确认的原则

第六节　行政裁决

一、行政裁决的概念

二、行政裁决的种类

三、行政裁决的作用

四、行政裁决的原则

第十五章　行政处理（二）——依职权行政行为

第一节　依职权行政行为概述

一、依职权行政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二、依职权行政行为的种类

第二节　行政规划

一、行政规划的概念

二、行政规划的种类

三、行政规划的作用

第三节　行政命令



一、行政命令的概念

二、行政命令的种类

三、行政命令的作用

第四节　行政征收

一、行政征收的概念和特征

二、行政征收的种类

三、行政征收的作用

第五节　行政处罚

一、行政处罚的概念

二、行政处罚的种类

三、行政处罚的作用

四、行政处罚的原则

五、行政处罚的程序

第六节　行政强制

一、行政强制的概念

二、行政强制的种类

三、行政强制的作用

四、行政强制的原则

五、行政强制的实施程序

第十六章　行政机关实施的其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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