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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具体内容就会有所不同。

因此，提出阶段性目标，逐步推进

依法执政的进程是我们现实的选

择。

社会现实要求党依法执政，同

时也制约了依法执政达到理想状

态。基于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各方

面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要达到

依法执政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

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要放弃在

这个过程当中的点滴成绩，以逐渐

接近依法执政的理想目标。

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

的历史时期，我国行政法面临诸多

特殊国情所导致的新的问题、挑战

或课题：

第一，在加强行政程序法治建

设的同时，应当认识到我国行政法

实体控权的任务在整体上并未完

成。行政法应当如何区分和对待两

种性质的权力扩张：计划经济时期

集权性质的权力与新时期防治市

场经济弊端的现代权力？

第二，如何在推进实质法治的

同时，防止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

走向另一种形式的法律虚无？

第三，如何进一步加强国家权

力机关在推动行政法治建设中的领

导和保障作用，以改变行政法治建

设实际上由行政机关主导，行政法

事实上成为“ 行政机关所定之法”的

问题？

第四，传统行政机关高度集权

的模式是否适应新形势下国家行政

管理的需要？如果不适应，应当如何

变革？行政事务有无必要区分为“ 政

治事务”和“ 法律事务”，从而进一步

加强行政机关内部的权力分工和制

约？

第五，新时期的国家行政将益

发具有“ 说服行政”、“ 协商行政”和

“ 服务行政”的特征，其命令性、强制

性的一面将由“ 前台”转到“ 二线”，乃

至“ 深藏不露”，行政法如何适应并

促进传统行政向现代行政的转化？

第六，是否有必要加强对行政法

私法化以及私法在实现行政法目的

的过程中的作用研究，防止行政法盲

目地和不必要地扩张？是否有必要加

强对我国行政法大陆法系传统和色

彩的反思以及加强对英美法系行政

法理念与制度的研究与借鉴？

第七，如何进一步扩大法院司

法审查的范围、加强司法审查的力

度，充分发挥法院在保障和发展行

政法上的作用？是否有必要率先在

行政审判中实行判例制以及打破行

政机关只能作被告的观念？

第八，如何在新的发展阶段，更

加合理地借鉴其他国家。现在的《 国

家赔偿法》的标准、条件已经不能适

应新的要求，面临着修改。同时，我

们也要防止另外一种倾向，就是脱

离现实。我们在主张政府权力有限

化的同时，不能把其义务推向不合

理的境地。

!行政法面临八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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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专题：科学发展观与尊重和保障人权

人本法律观就是以发展中的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根本利

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与归宿

的法学理论体系。

人本法律观揭示了一条规律：

法律发展的规律。历史证明：法律是

因人的需要而产生的，但在阶级对

立社会中，它却异化为压迫人的工

具。当人民成为国家主人，人民的根

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法律的

出发点和归宿时，法律便回归于人。

因此，在法律的演进中，历经着“ 神

本法律”、“ 物本法律”、“ 社会法律”

和“ 人本法律”四种形态。与此相适

应，便有四种法律观，即“ 神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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