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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F_8E_c61_645604.htm 第一节 行政法学基本知识 行政

法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研究对象为行政法，范围比较

广。行政法是政府行政管理和依法行政的主要法律依据，也

是我国走上社会主义法制轨道的重要保证。依法行政是城乡

规划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学习行政法学基本知识的目的是

推进我国城乡规划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法制化。 一、法

律与法律规范 1、法律的概念 法律泛指指国家机关制定并由

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称.一般指国家制定和认

可，并由国家强制力实施的的反应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

。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专指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

件。 法律的基本特征： (1)法律是一种行为规则 (2)法律是国

家制定和认可的 (3)法律是通过规定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权利和

义务来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与权利、义

务的概念不可分。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4)法律是通

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规范。违反了它，就要受到国家的制

裁。这是法律规范区别与其他社会规范和技术规范的重大特

点。 2、法律规范 法律规范是构成法律整体的基本要素或单

位。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逻辑上周全的，遇有普遍约束

力的行为规则.它规定了社会关系参加者在法律形式上的权利

和义务，并由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实施的保证。 法律规范不同

于法律条文。法律条文是法律规范的文字表现形式，是规范

性法律文件的构成要素，但并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 3、法

律规范的组成要素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必定由3个要素：假



定、处理和制裁。 假定是适用规范的必要条件,即实施某种行

为可以适用法律规范. 处理是行为规范本身的基本要求,即以

权利和义务的形式规定人们应当作什，不能做什么。 制裁是

法律规范中规定主体违反法律规定时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接受何种国家强制措施的部分。 假定、处理和制裁三要素

密切联系、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构成法律规范。 4、法律

规范的效力 法律规范的效力，也成为法律效力，就是法律的

约束力。法律效力包括：等级效力和效力范围。 等级效力：

是指法律体系中不同渊源法律形式的法律在规范效力方面的

等级差别。一是，法律效力的等级首先决定于其制定机构在

国家机关体系中的地位，制定机关的地位越高，法律规范效

力的等级越高。二是，同一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中，按照特

定的、更为严格的程序制定的法律规范，其效力等级高于按

照普通程序制定的法律规范，三是，同一制定机关按照相同

的程序就同一领域问题制定了两个以上法律规范时，后来的

法律规范的效力高于先前制定的法律规范，四是，同一主体

在某领域既有一般立法又有特殊立法时，特殊立法通常高于

一般性立法。五是，某国家机关授权下级国家机关制定属于

自己职能范围内的法律、法规时该项法律、法规在效力上等

同于授权机关自己制定的法律、规范。 效力范围：指法律规

范的约束力所及的范围，包括时间效力范围、空间效力范围

和对人的效力范围。 时间效力范围：即法律何时生效，何时

失效以及是否溯及既往。我国法律一般不溯及既往，即对法

律规范性文件生效以前发生的事实不适用该法律的规定。如

有例外，必须说明。 空间效力范围：即地域效力范围，是指

从地域范围上确定法律对人、对事的效力。 对人的效力：中



国公民在国内一律适用我国法律，在国外，原则上仍然受到

中国法律的保护。在我国的外国公民、无国籍人员以及他们

举办的企业组织或社会团体，同样必须遵守我国的法律，如

我国另有规定，则依该法律办理。 二、行政法学基础 1、行

政法学的概念、作用和调整对象 概念：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权

利的手语、行使以及对行政权利进行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行政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

居于各子法之首。 作用：行政法保障了行政政权的有效行使.

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民主与法制的发展。 调整

的对象：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的

社会关系，包括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 行政关系：是在

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与行政相对人发生的各种

社会关系。包括：行政主体与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之间

的关系.行政主体与其它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 监督行政关系

：是国家权利机关对行政主体的监督关系。包括：国家权利

机关与行政主体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司法机关与行

政主体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行政监察机关与行政主

体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2、行政法的渊源 行政法的

渊源也就是行政法的表现形式。在我国，行政法一般来源于

成文法。宪法、法律、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成为我国行政

法的渊源。 (1)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由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制定在法律渊源体系中，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

效力，是制定法律的依据。是行政法最根本的渊源。 (2)法律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适用全国范围，是制定行政

法规范和其它法规、规章的依据。法律的地位和效力次于《



宪法》，但高于其它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行政法

最重要的渊源之一。 (3)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适用全国

范围，是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及规章的依据。行政法

规的效力低于法律，高于地方性法规、规章。行政法规数量

大，是行政法的主要渊源。 (4)地方性法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不得

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不得与本

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地方性法规只在本行政区

域内有效，其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 (5)自治法

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自治

法规只在民族自治机关的管辖区域内有效。在我国的法律渊

源中同地方法规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6)行政规章。行政规

章分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部门规章由国务院各部门制定，

地方规章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

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及经济特区所在地市人民政府制定。 

地方性政府规章作为法律渊源，其数量大大超过地方性法规

。但其效率不及其它法律形式。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

只具有参考价值。 (7)有权法律解释。有权法律解释是依法享

有法律解释权的特定国家机关对有关法律文件进行具有法律

效力的解释。主要有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 (8)国

际条约与协定。由签约国制定，适用于条约和协定涉及国内

规定的范围 (9)其他行政法渊源。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联



合发布的法律文件、行政机关与有关组织联合发布的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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