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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个学术史的概观 摘要：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

行政法的研究进行了一个学术史上的梳理，对不同历史阶段

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概貌及演进过程加以探研，并按专题

对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现状进行了评述，并指出了美国行政

法晚近发展的若干新趋势。 关键词：行政法 美国行政法 全球

化 民营化 政府规制 作者宋华琳，男，1977年生，浙江大学法

学院2003春季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 “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1]对于我国

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重建的行政法学而言，它堪称是一门“

隐含的比较法课程”。[2]而我国行政法学的诸多理念和制度

，判例与学说，都深受美国行政法学的影响。行政程序制度

、听证制度、行政法官制度，正当程序原则、案卷排他性原

则、成熟性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等等，这些镌刻着美

国法风情的制度与原则，已逐渐为我国的行政法学体系所吸

纳。同时，在许多实体行政法律制度的建构方面，例如电监

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的创设，电信、水务、燃气

等自然垄断产业的民营化改革，也都打下了美国法的深刻烙

印。在此，笔者试图去探究不同历史阶段我国美国行政法研

究的概貌及演进过程，厘清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河川地脉

，以期能对我国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制度建构多少有些裨益。 

一、“史的概观”与中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历史在照亮昔

日的同时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了今天之际又照亮了未来



。”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历史维度的简要勾勒，从而让读者能

从整体上更好的明了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知识轮廓与学术

脉络。 （一）筚路蓝缕：1980年代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筚路

蓝缕，以启山林”，用这么八个字来概括我国这个时期的美

国行政法研究，应该是最为确切不过。在这个时期，我国初

创的行政法学在体系建构上，受到了大陆法系行政法学较深

的影响；而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在关注问题的着力点

上，也有着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法学理论的

深刻印记。在这个起步时期，美国行政法的研究成果不算太

多，也相对缺少体系化的探索，可能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之

初行政体制改革以及领导干部体制改革的背景，研究较多的

关切点在于对美国文官制度以及地方行政体制的介绍。 在这

个时期，作为老一代比较法学家，潘汉典教授较早引领和主

持了美国行政法的译介。[3]负岌英伦的龚祥瑞先生在他的名

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中，对美国的独立管制机构有所介

绍。[4]在1980年代中后期，王名扬教授、龚祥瑞教授的外国

行政法研究分别在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于安、马龙、张来明等的硕士论文分别对美国的规则制定

程序、行政裁决程序以及独立管制机构制度进行了研究。[5] 

在这个阶段，美国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的著述受到了相

对较多的关注，[6]他的《行政法》[7]著作也于1985年被移译

成中文。这部著作开启了当时了解美国行政法的一扇窗，使

得读者有可能通过这部不算十分艰深的著作中，能对美国行

政法有一个较为体系化的初步认识。 （二）雏形初具：1990

年代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在这个时期，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当属

在1995年，王名扬先生在接近耄耆之年，以精卫填海般精神



完成的百万字巨著《美国行政法》，[8]这部著作始终是研究

学习美国行政法的学者和学生案头必备的入门书和体系书，

行政调查、职能分离、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成熟原则、

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信息公开诉讼、会议公开⋯⋯今天为我

们耳熟能详挂在嘴边的诸多术语，都得益于王老的介绍。而

且美国行政法的研习者都知道，美国出版的行政法学教科书

往往卷轶浩繁，叠床架屋，每每让初学者望而生畏，而王老

这部著作的预设对象就是中国读者，因此该书有着精巧的易

为国人接受的体系架构，王老对美国行政法的制度、判例和

主流学说的把握能力，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尽管十年来美国

行政法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体系上依

然没有大的改变，这或许也正是王老这部著作能保持长盛不

衰的原因所在吧。 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周汉华、马怀德

、刘莘、高家伟等学者先后开始对美国行政程序、规则制定

、司法审查等问题进行译介。[9]在1990年代中后期，较引人

瞩目的是沈岿、包万超、董炯、王锡锌、杨伟东、李娟、甘

文等年轻学者对美国行政法理论的探索，他们将目光投射到

美国行政法知识脉络的承继与学术思潮的变迁，[10]并且对

美国法上的协商式规则制定程序[11]、行政法官[12]、信息公

开诉讼[13]等制度进行了更为详尽细致的分析。 （三）精耕

细作：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当时针指向新的世纪，在新

的千年里，我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

量上都有了飞速的增长。从研究的客观条件上说，更多的学

者有了去美国求学或者作访问学者的经历，[14]有多名美国

学者先后作为富布莱特学者来华教授美国行政法的课程，更

多原版影印教材和著作引入国内，[15]译著的数量也呈增多



的趋势。[16]而互联网络的发达，Westlaw、Lexis-Nexis等数据

库的引入，更使得部分消解了时空的阻隔。这几年里，我国

的美国行政法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中青年学者对美

国行政法晚近的制度、判例和学说的理解，已经基本上达到

了能够与国外学者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的地步。 在这个时

期更多学者关注到美国行政法发展的一些新趋势，研究更趋

与国外同步，更趋精确细致，例如王锡锌博士对规则制定、

纠纷解决和行政裁量的研究，周汉华教授对美国信息公开制

度以及监管体系的研究，袁曙宏、于安教授等对全球化下美

国行政法变革的译介，都昭示了这一研究动向。这个时期对

美国行政法的研究，是怀着浓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展开的，而

且学者们试图通过对美国法的探研来找寻制度建构的因应之

道。与此同时，一批更为年轻的学者逐渐成长起来，对美国

行政法中的成本收益分析[17]、公私合作[18]、规制改革[19]

和民营化[20]等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美国行政

法研究的河川地脉 以上笔者对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历史演

进作了大致的勾勒，但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和把握我国

美国行政法研究的现况，在本部分中，笔者将大致按照美国

行政法学的知识脉络，对我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现状加以述

评。 （一）对美国行政法学术脉络的研究 如何去把握美国行

政法学的学术脉络与知识传承？一般而言，1887年，美国建

立州际贸易委员会（ICC）来规制铁路运输，这被视为美国

行政法的肇始。[21]在此之后，催生了美国最早的两位行政

法学者，也堪称是美国行政法学肇始的一对双子星座，是古

德诺与弗伦德。古德诺曾留学德国，他撰写了美国行政法学

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比较行政法》，这部著作在体系上深



受欧陆行政法学的影响，框架包括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救

济手段三个部分。[22]而在他之后，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古

德诺课堂上一名学生，并具有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和哥

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双重背景的恩斯特弗伦德（Ernst

Freund）教授，使得美国行政法学逐渐摆脱了行政科学的藩

篱，实现了从行政科学向法律科学的转变。弗伦德教授对于

对于行政裁量、权力分立、主权豁免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

美国行政法学讨论的起点。[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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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