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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94_E8_AF_BE_E3_c25_21216.htm 一、公民、法人或其

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 所谓自主决定的事项一般理解

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无须

行政机关干涉而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且不会危及他人或

社会公众利益的事情，这些事情完全属于公民个人、或者法

人及其他组织本身的事，亦即完全系“私权自治”的范畴。

例如公民进行婚姻登记，与其所在的单位、街道办事处、村

委会即没有任何关系。 从法理上讲，凡是法律不禁止的，就

是公民、法人或者其组织的权利。原则上说，对民事权利，

法律一般不能加以限制，如签合同、用工等，都是民事主体

能够自主判断，也必须是自主决定的，由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自主决定。只有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使这些民

事权利可能对他人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并且这种损

害难以通过事后赔偿加以遏制、补救时，才能设定行政许可

。比如，当事人双方签订合同涉及国有资源开发利用的，就

应当由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从经济学理论看，在市场条件下

，设置行政许可迫切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破除对公民个人

理性不信任的观念，承认每个社会成员的自主、自律意识，

将能够由社会成员自己解决的事情放手交由其自己去处理，

以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力。 二、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

的事项。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经典定义是发挥市场

在配置社会资源过程中的有效作用，无须由政府通过行政手

段加以干预。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讲，相对于政府管制而言，



市场更能够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更容易激发社会成员

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充分证

明了市场的自由导向作用比政府的管制更具有优势。许可事

项的设置尤其是经济领域许可的设置一定要树立这样的观念

：即凡是能够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有效调节的事项，就不

宜由政府设置许可加以规制。只有对市场解决不了的事项，

如排污问题，才能设置行政许可。 三、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

构能够自行管理的事项。 在国家与公民之间还存在一个相对

独立的领域，即社会领域。在社会领域中，社会成员通过自

愿建立的组织来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解决相关纠纷，无须

国家权力的介入。西方社会的“第三部门”理论就是该种社

会现实在学理上的反映。第三部门的主要指称对象是各种类

型的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机构。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的管理

主要是从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法规的角度对行业内部事务

进行管理。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多的行业公共事务开始由行

业组织或中介机构来完成，政府则逐步退出上述领域。实践

证明，由非赢利团体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来进行管理，

可以降低国家管理成本，弥补政府管理漏洞，提升社会道德

水平，防止官员腐败的发生。 四、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

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 行政许可是事前监督的

行政管理方式，相比而言，事后监督方式比行政许可方式的

成本要低。因此，凡是能够采用事后监督方式解决的事项，

尽量不设定行政许可。如原婚姻登记制度中单位出具证明制

度（在一些地方组织那里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许可行为）

，其不合理之处在于，对于结婚、离婚这种社会行为，完全

可以有具备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自主作出决定，无需在其间再



设置一个所在单位的审核认可程序，当事人违法而导致婚姻

登记的无效或撤销后果，可以通过民政部门、人民法院于事

后进行处罚。所以，在婚姻登记过程中没有必要设置单位出

具证明这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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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