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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51225.htm 第三节 行政程序法的

基本制度 情报公开制度 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主

动或依相对人的申请而公开有关信息资料的制度。内容包括

： 行政主体的基本情况； 作出行政行为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

规范； 除法律规定保密外，有关材料应允许相对人了解、查

阅或复制。 调查制度 指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必须进

行充分调查，以了解公众意见或查明事实、收集证据，以供

作决定时依据或参考的制度。 职能分离制度 指将行政主体的

某些相互联系的职能进行分离，由不同的机构或人员来分别

行使的制度。 回避制度 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职权过程中，相应

行政人员如与所处理或决定的事项有利害关系应主动回避或

应当事人申请予以回避的制度。回避的理由包括： 行政人员

本身是行政决定的一方当事人； 行政决定的一方当事人是该

行政人员的近亲属； 行政决定的一方当事人与该行政人员有

其他关系，足以影响行政决定的公正性。 辩论制度 指在裁决

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时，各方当事人在行政主体的主持下，就

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进行辩论和对质，由行政主体在辩论的

基础上作出裁决的制度。 听证制度 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影响相

对人权利义务的决定之前，应依法举行听证会，允许相对人

发表意见、提供证据材料，或进行辩论与对质，并由行政主

体根据听证结果作出行政决定的一种严格的程序制度。 告知

制度 包括向相对人表明身份、告知有关事项及说明理由等。 

案卷制度 指行政主体对作出行政行为的整个过程应制作记录



、建立案卷。 时效制度 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必须遵循法

定的时间限制，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权力权利救济

制度 指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主体的行政决定时，法律为其提

供获得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机会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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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