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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比较法的视角，我国行政法法典化成为提升法治水平、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议题。当前，我国行政

法体系尚存诸多问题，如行政法与实际脱节、日益扩张导致执法出现问题等，且行政角色正经历深刻转

变，对行政法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行政法法典化成为必要之举，它不仅能规范行政权力的扩张，

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还能提升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程度。借鉴典型国家的行政法典立法实践，

我们可以提炼出实践启示，如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法律体系和谐统一等。在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行

政法典化路径时，应明确法典化方向，确立基本原则，并细致规划实施步骤与策略。同时，强化立法技

术支撑，严格规范法典化编制流程，确保法典的质量和实效性。通过这些努力，我们期望能够构建出具

有中国特色、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行政法典，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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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a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perspective, the codification of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ha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6569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6569
https://www.hanspub.org/


吴沅洲 
 

 

DOI: 10.12677/ojls.2024.126569 4012 法学 
 

emerged as a crucial issue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the rule of law and standardize government be-
havior. Currently, China’s administrative law system still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such as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aw and reality, and problems arising from its increasing 
expansion leading to difficulties in law enforcement. Furthermore, the administrative role is un-
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placing higher demands o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system. 
Therefore, the cod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has become a necessary step. It can not only re-
gulate the expans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nd provide a clear legal basis but als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of administrative decisions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By referencing the legislative 
practices of administrative codes in typical countries, we can extract practical insights, such as 
focusing on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and ensuring harmony and unity within the legal system. 
When constructing a codification path for administrative law that aligns with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clarify the codification direction, establish basic principles, and care-
fully plan implementation steps and strategies. Additionally, legislative technical suppor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codification process should be strictly regulated to ensur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ode. Through these efforts, we aspire to develop an administrative cod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ligned with 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rule of law, providing ro-
bust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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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比较法的视域下，探讨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行

政法法典化对于提升我国政府行为的规范性、透明性和可预测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行政法

律体系尚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如规范零散、缺乏统一性等。因此，需要深入探讨行政法法典化的必要

性，并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典化路径，为构建更加完善、系统的行政法律体系提供指导。 

2. 我国行政法现状和存在的适用问题 

2.1. 我国行政法的框架与内容 

我国行政法的框架主要由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以及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责任和

救济法等部分组成，旨在保障公民的行政权益，明确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公民行使权利的途径，同

时也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1]。行政组织法主要涉及政府机构的组织、职权和

职责等内容。为了建立一个完备的行政组织法体系，我国已经制定了不同层次的立法，包括《国务院

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等，这些法律明确了各级政府的权限以及公务员的管理制度。

而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法则研究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关系，包括行政权的行使、行政决策程

序等。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应包括行政行为程序规定、行政争议解决程序、行政程序的监督机制等，这

些规定有助于保障公民的行政权益，增强公民在行政事务中的话语权和监督权。此外，行政法制监督、

行政责任和救济法旨在监督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明确行政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以及为公民提供行政

救济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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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国行政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2.2.1. 行政法规定与实际脱节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行政角色的转变，一些行政法规定已经无法完全适应新的实践需求。这种脱

节现象导致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得到有效执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成为了形式上的摆设。例如，

部分涉及新兴领域的行政问题，如互联网监管、环境保护等，现有的行政法规定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无

法提供明确的指导和规范。 

2.2.2. 行政权日益扩张导致法律执行出现问题 
在当前的实践中，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断扩大，但相应的法律制约和监督机制却未能及时跟上。这种

情况下，行政权的滥用和越权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权威性[2]。例如，在

一些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约束，行政机关的强制拆迁行为往往引发社会矛

盾和冲突。 

2.3. 行政角色变迁对行政法体系的影响 

随着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行政法的功能和重心也在逐渐调整，从过去的“命令–服从”

模式转变为更加注重公民权利保护和政府服务职能的履行。具体而言，行政角色的变迁推动了行政法体

系的完善，一方面，它要求行政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制约，

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3]。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服务职能的强化，行政法也需要适应这种变化，为政府提

供有效的法律支持和指导，确保其服务职能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此外，为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行政程序法需要不断完善，确保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同时，随着依法行政原则的深

入人心，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也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权限，这无疑对行政法的实施和执行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3. 行政角色转变的背景下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必要性 

3.1. 行政角色转变与行政法法典化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政府职能的不断调整，行政角色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变，政府从单纯的管

理者逐渐转变为服务者与监管者的双重角色。在此背景下，行政法法典化的紧迫性日益凸显[4]。一方面，

行政角色的转变要求行政法体系能够更加明确地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和服务职责，而法典化可以提供更

为系统、全面的法律规范，以满足这一需求。另一方面，随着依法行政原则的深入实施，公众对政府行

为的合法性、合理性要求越来越高，法典化有助于提升行政法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从而增强公众对政

府的信任感。 

3.2. 行政法法典化，规范行政权力扩张的必要途径 

行政权力的扩张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而行政法法典化则是规范这种扩张的必要途径。通过

法典化，可以将行政权力的来源、范围、行使方式和监督机制等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从而有效防止

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越权行为。此外，法典化还有助于提升行政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程度，使公众能

够更好地了解并监督行政权力的运行。 

3.3. 应对行政职能变迁，法典化的法治保障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职能也在不断调整和变迁。在这个过程中，行政

法法典化发挥着法治保障作用。具体而言，法典化可以为行政职能的转变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指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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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确保政府职能的调整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5]。同时，通过法典化明确行政权力的界限和运行程序，

可以有效防止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出现权力滥用或越权行为。最后，法典化还有助于提升政府决策的

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增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4. 典型国家行政法典的立法模式与启示 

4.1. 探索典型国家的行政法典立法实践 

在探索典型国家的行政法典立法实践中，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以法国为例，其行政法典

化过程历经多年，通过不断整合和修订，形成了一个系统完备、层级分明的行政法体系。以法国为例，

其行政法典化过程体现了对法律体系清晰度和稳定性的追求[6]。法国行政法典经过多年的整合和修订，

形成了一个系统完备、层级分明的行政法体系，该体系不仅明确了行政机关的权力和职责，还为公民权

利提供了全面的法律保障。法国的法典化实践表明，通过系统的法典编纂，可以有效地提升行政法的可

接受性和可理解性，进而促进法治的实施。而德国的行政法典立法则展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德

国的行政法典既确保了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又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

发展。这种立法模式反映了德国对法律适应性的重视，使得行政法能够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灵活应对

社会变迁。这些典型国家的立法实践，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展示了行政法典化的多样性和

灵活性。 

4.2. 汲取国际法典化经验，提炼实践启示以助推我国行政法典化 

在国际法典化的发展浪潮中，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这些都为我国推进行政法典化提供了

宝贵的参考。成功的法典化往往基于详尽的研究和周密的准备，包括对现行法规的整理、对社会现实需

求的深入调查以及对未来法律环境变化的预判[7]。然而，也有一些国家在法典化的道路上遭遇了挑战，

如法律条款的表述模糊、执行上的不力等，这些问题都成为了我们前车之鉴。 
从国际法典化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提炼出若干重要的启示。法典化的推进必须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核

心，特别是在我国行政法实践中遇到的焦点和难点问题，这些都应成为立法设计的重点考虑。同时，法

典的系统性和内在协调性至关重要，我们应避免法律条文之间的自相矛盾，确保整个法律体系的和谐统

一。此外，立法过程应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这不仅能体现立法的民主性，还能增强其科学

性和实用性。最后，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国际行政法典化的最新进展，以便及时调

整和优化我国的立法策略，这样确保我国的行政法典不仅符合国内的实际需求，同时也与国际法律发展

的趋势保持同步。 

5. 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法典化路径 

5.1. 结合国际经验与我国实际，明确法典化的方向 

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行政法典化路径，需明确法典化方向，将国际经验与我国实际紧密结合，以形

成一条独具中国特色、同时又契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法典化道路。此路径的构建远非简单的法律规范的整

合与编纂，它更深层次地涉及对我国行政法治理念和制度的根本性提升。从全球视角来看，各国在行政

法典化进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我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上的独特性，

决定了我们必须对国际经验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和创新，以确保法典化成果既符合国际法治的普遍原则，

又能精准回应我国社会的具体需求。在这一过程中，各行政法律规范之间必须形成逻辑严密、相互衔接

的法律体系，以避免法律漏洞和规则冲突。此外，每一条法律规范都应具有明确的目标和可操作性，以

便能够有效解决现实问题，为行政机关和公众提供清晰、确定的法律指引。同时，通过严谨的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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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确保法典的各项规定得到全面、准确的执行，从而树立行政法典的威严，并增强

其公信力。 

5.2. 确立中国特色行政法典化路径的基本原则 

确立中国特色行政法典化路径的基本原则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行政法典化路径的关键。首先，必须

坚持法治原则，确保行政法典的制定和实施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维

护法律的权威性和统一性，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越权行为。其次，要坚持科学立法原则，确保行政法

典的内容科学、合理、可行[8]。在法典化过程中，要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充分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科学立法原则的落实，有助于制定出符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行

政法典，为行政机关和公众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再者，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在行政法典化过程中有更多的参与感和获得感，运用公开征求意见、召开听证

会等方式，让人民群众为法典化工作出谋划策，这不仅能增强法典的民意基础，还能提升人民群众的法

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最后，要坚持系统性和协调性原则，确保行政法典的各项规定之间逻辑严密、相互

衔接，避免出现法律空白和规则冲突。 

5.3. 细致规划法典化的实施步骤与策略 

在探讨比较法视域下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时，细致规划实施步骤与策略是确保法典化工作能够

有条不紊地进行，最终实现法典化目标的关键。具体而言，科学规划实施步骤需要全面考虑法典化的整

个过程，包括制定详细的时间表，明确各个阶段的任务和目标，以及合理分配资源和人力。规划过程中，

应综合考虑法律体系的复杂性、社会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可能挑战，从而制定出既符合实际

情况又具有前瞻性的实施计划[9]。在实施步骤的规划中，需确保法典化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因

急于求成而导致的混乱和失误；注重法典化工作的灵活性和可调整性，以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

整和优化；加强法典化工作的监督和评估，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每个阶段的目标都能得到有效实

现。 

5.4. 强化立法技术支撑，严格规范法典化编制流程 

在推进行政法法典化的过程中，为了确保法典的质量和实效性，必须强化立法技术的运用，同时严

格遵循法典编制的流程。首先，立法技术的强化是法典化工作的基础，包括了法律条文的起草技术、法

律逻辑的运用、法律语言的精准表达等方面。在过程需要借助现代立法技术手段，如大数据分析、法律

人工智能等，来提高法典的起草质量和效率。同时，立法者还应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掌握最新的

立法理念和技术，以确保法典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其次，法典的编制不是简单的法律条文的堆砌，而是

一个系统化、规范化的过程。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典编制流程，从立项、起草、审议、修改到公布实

施，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规范和要求[10]。此外，在编制法典时，要充分考虑其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情

况，避免出现过于理想化或难以操作的规定，法典的语言表达也要尽量清晰、准确，避免产生歧义或误

解。最后，强化立法技术支撑和规范法典化编制流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立法机关、学术界、实务

界以及社会公众都应该积极参与到法典化的过程中来，共同推动行政法法典化工作的顺利进行。 

6.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法视域的研究，不同国家在行政法法典化的道路上各有特色，但也存在共通之

处。对于我国而言，行政法法典化不仅是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化的关键一步。在探索我国行政法法典化的路径时，需立足于本国国情，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同时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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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化过程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公开性，需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法典内容既科学合理

又符合实际需要，还要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来增强法典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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