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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章大纲： 1、行政法概述 （一）了解行政、行政权的

概念 （二）熟悉行政法的概念和特征 （三）掌握行政法的基

本原则和渊源 2、行政法律关系 （一）掌握行政法律关系 （

二）了解监督行政法律关系 二、重点导读： 第一节行政法概

述1、行政、行政权行政具体包括的意思： (1).实施主体是国

家行政机关或依法享有行政权的组织； (2).行政活动的范围

上既包括管理国家事务，也包括管理公共事务。 (3).行政的

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 (4).行政活

动的方法和手段是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 ■行政具有权

力强制性和国家意志性，也就是说行政机关代表国家，其管

理活动的效力和效果都最终属于国家。 ■行政权：是由国家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实施行政

管理活动的权力，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 （二）、行政法

的概念和特征 （一）行政法的概念（1）行政法是设定行政

权力的法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行政权必须授予一定的载体

，并形成一定的体制，以及这些权利组织内部活动的各种规

则。二是规定哪一类行政组织享有何种行政权力、权力的范

围有多大、权力之间界限如何等问题。在一个国家法律的体

系中，创设和规定行政权力的法律规范均属于行政法范畴。

（2）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力如何行使和运用的法（3）行政

法是监督行政权力的法行政机关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是通过行

政监察、审计及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监督等方式进行的。



（4）行政法是对行政权力产生的后果进行补救的法 （二）

行政法的特征形式上：行政法没有统一、完整的法典；行政

法数量多。 内容上：内容广泛；易于变动；往往包含实体和

程序两种规范。 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渊源 （一）基本原

则 （二）行政法的渊源1.行政法的渊源： 2.行政法渊源中效

力冲突的解决方式（1）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

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

常委会裁决。（新增） （2）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

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

由国务院裁决。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

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新增） （3

）国务院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

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

应当适用地方性法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

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 （4）各部门规章之间、各部门规章

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具有同等效力，对同

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第二节行政法律关

系 （一）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 1.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一方

必须是行政主体（行政主体不仅指行政机关，也包括其他组

织） 2.行政法律关系具有非对等性，即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

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 3.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一般是法定的

，即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通常不能相互约定权利义务，

不能自由选择权利和义务，必须依据法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 4.行政主体实体上的权利义务是重合的（行政主体不能随

意放弃） 5.大多数的行政法律关系争议由行政机关和行政裁



判机构依行政程序或准司法程序解决，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

情况下，才可通过法院适用司法程序解决。 （二）行政法律

关系的要素行政法律关系由主体、客体、内容三要素构成。

1.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

享有者和承担者，包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 行政主体：

必须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

的法律效果。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被管理地

位的一方当事人。 2.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指行政法律关系

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标的或对象。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

利益。 3.行政法律关系的内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行

政主体的权利和义务，通常又称为职权和职责行政主体的职

权有：行政立法权、行政决定权、行政命令权、行政制裁权

、行政强制权、行政司法权相对人权利有：行政参与权、行

政受益权、行政请求权 （三）、监督行政法律关系 1、概念

及特征（1）特征监督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多重复杂的法律关

系；监督行政法律关系包含着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监督行政

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多具有非对等性；监督行政法律

关系的客体只能是行政行为。 2、监督行政法律关系与行政

法律关系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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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