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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理解： 1、法治行政的含义和特点 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

概念，同时又是与德治相辅相成的。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

国家，用强制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法

治行政的意义可以浓缩为法律对行政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支配

力。 法治行政与法制行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治行政更多

的着眼于行政活动应当体现法的内在价值，即行政目标应当

体现正义性，行政行为应当体现公共利益性、行政组织应当

体现合法性。法制行政则主要体现为法治行政的形式方面的

内容，它更多的强调行政目标应当体现法的国家意志性，行

政行为应当体现法的规定性，行政组织应当体现结构的秩序

性。两者的联系主要表现为法制是法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而法治的实施又必然促使法制日趋完善和健全。 法治行政的

特点：职权法定，法律保留，法律优先，依据法律，职权与

职责统一。 职权法定是指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规定，

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活动。法律保留是指

凡属宪法、法律规定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或者只能由法

律规定，或者必须在法律明确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才有

权在其所制定的行政规范中作出决定。法律优先是指法律在

效力上高于其他法律规范。依据法律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必

须有法律依据，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职权与

职责统一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

行使职权，就是失职，应该追究法律责任。 2、行政立法的



含义、原则和程序来源：www.examda.com 行政立法一般是指

立法机关通过法定形式将某些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政机

关得依据授权法（含宪法）创制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 行

政立法的原则：人民权力至上；人民政治参与；个体权利为

重点；权利救济。此外，还有依法立法原则、民主立法原则

、科学立法原则。 行政立法的一般程序：规划、起草、审查

、决定、签署公布和备案。 3．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行政法

规是指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有关行

使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责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行政法规

的基本特征：行政法规的制定主体是国务院；行政法规根据

宪法和法律的授权制定；行政法规必须经过法定程序制定；

行政法规具有法的效力。 行政法规的权限范围：根据《立法

法》的规定，原则上属于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国务

院均可以自主制定行政法规，而不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也不需要有法律的具体授权。但《立法法》又对此作了一定

的限制，即有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专属立法权范围内

的事项，即使国务院具有行政管理职权，也只能在全国人大

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明确的授权决定时才能制定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立项和起草；听取意见；法规草案的

审查；决定；公布；刊登。 制定行政法规的基本要求：（1

）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2）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

抵触。 行政规章是指特定的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法规，按照

法定程序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行政

规章的基本特征：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是特定的行政机关；

行政规章的制定根据是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决定、命令的授

权；行政规章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制定；行政规章具有法的属



性。 行政规章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部门规章规定的事

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

事项，部门规章只能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

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可根据是法律、行政法规

和地方性法规制定地方规章。《立法法》又将经济特区所在

地的市纳入地方规章的制定主体中来。 行政规章的制定程序

：决定；公布；刊登。 4、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与行政赔偿 

（1）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行政主体作

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议申

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

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 行政复议的基本

特征：（1）由有行政复议权的上级行政机关作出。（2）审

查对象是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附带审查部分抽象行政

行为。（3）由不服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依法申请而引

起。（4）主要采取书面审查的方式。（5）以具体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为审查标准。 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1

）行政复议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复议权原则；（2）一级复

议原则；（3）合法、工整、公开、及时、便民原则；（4）

全面审查原则；（5）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

原则；（6）调解原则。 行政复议的范围：《行政复议法》

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可以成为行政复议

的审查对象。但也存在排除行政复议的事项：抽象行政行为

；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决定；行政仲裁、调解或者其

他处理行为。 （2）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行政

诉讼只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包括具体



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范围。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我国，行

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是对可诉性行政行为和不可诉行

政行为进行界定。 （3）行政赔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由国家负责向受害人赔偿的制度。

来源：www.examda.com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无过错归责原

则；过错归责原则；违法归责原则。目前，我国的国家赔偿

立法采用违法归责原则。 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侵权行为主

体；执行职务的行为违法；损害的事实；违法行为与造成损

害的因果关系。 行政赔偿请求人必须是相对人一方，并受到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行政赔偿义

务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行政赔偿义

务机关代表国家向行政赔偿请求人支付赔偿费后，依法责令

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公务员、受委托的组织和个人承担部分

或者全部赔偿费用的法律制度，叫做行政追偿。 行政赔偿的

范围：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范围包

括侵犯人身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和侵犯财产权的违法行政行为

。 《国家赔偿法》规定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1）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的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2）

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3）法

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另外，《行政诉讼法》所列举的人民法

院不予受理的时项自然不能引起国家赔偿责任。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