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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法》的亮点与难点

写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际
周汉华

　　7 月 1 日 ,我国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行政

许可法》正式实施了。这不仅是我国行政法制

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个

重要的里程碑。

行政许可法是政府一种自身改革

中国是一个二元社会。二元社会不仅包括

城乡的对立和反差 ,还包括东部和西部 ,经济改

革和政治改革等二元关系。行政许可法的制定

正是在这个转型时期 ,在这个特定的对立、冲

突、反差的背景之下制定出来的。这一历史背

景 ,决定了行政许可法它本身内在的特点和规

律。

一是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的双重拉动。

行政许可法的起草和中央一级的行政审批

的改革都是从 2001 年的下半年开始的 ,因为当

时中国要入世 ,这样就有一个外部的需要。内

部原因则是制度上非常严重的腐败现象。很多

腐败的案例都是和审批权联系在一起的 ,要从

源头上治理腐败 ,就必须从审批权这一权力开

始。行政许可法实际上就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市场化改革之后 ,政府旧制在许多方面已经阻

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所以就需要通过一个法

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规范政府的行为。

二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推广式改革和自下而

上的渐进式改革的结合。

中央政府在开始审批改革之前 ,很多地方

就已经完成了一轮改革。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

改革 ,有些改革的举措完全是从地方的做法吸

收和归纳上来的。因为它是自下而上的 ,因而

生命力比较强 ,可以说 ,是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内

在需要。

第三是理论探索和实践发展的突破。

应当说行政许可法的通过 ,学术界起到了

重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在制定了行政处罚法之

后 ,在行政法学界的推动之下 ,全国人大法工委

就开始着手起草行政许可法。从那时开始 ,行

政法学界就开始了理论上的探索。

行政许可法的几大亮点

1. 哪些事项可以设立行政许可 ,哪些事项

不设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法确定了几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

个人自治优先、市场优先、自律机制优先、事后

机制优先。也就是个人能够解决的事情 ,政府

不要管 ;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不要管 ;自律

机制能够解决的政府不要管 ;能够通过事后机

制解决的政府也不要管 ──因为通过政府的事

前审批 ,容易产生寻租 ,影响效率。行政许可法

把这四个原则规定在第十三条 ,是一个很大的

亮点。

2. 许可的设定权。

行政许可法对地方政府规章进行了严格的

限定 ,一个是时限上 ,只能设定临时性的许可 ;

另一个是制定的主体进行限定 ,只有省、自治

区、直辖市一级的政府规章才能设许可。同时

对国务院可以通过国务院文件的方式设立许

可 ,也进行了限定。国务院设立许可也要尽量

的通过行政法规。

3. 日落条款。

行政许可法中引入了日落条款 ,就是每两

年要对你设定的许可事项进行评估。实施机关

和一般的公众也都可以对许可的实施提出建

议。可以说 ,这是我国立法当中第一次引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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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落条款。

4. 相对集中许可权。

温总理提出要实施相对集中许可权。这次

在行政许可法中借鉴了处罚法的做法 ,就是要

将一般决定权交给地方政府 ,工作部门不再直

接参与决定。

5. 许可程序。

行政许可法在许可的实施程序上 ,有很多

的创新。比如 ,把网上申请这个制度写进了行

政许可法 ;比如 ,在程序中借鉴了政务超市的做

法 ,实行一站式办公 ;又比如 ,规定了严格的许

可时限 ,以解决久拖不决问题。

6. 规定了信赖保护原则。

在许可领域 ,有些行政许可可能是早上给

你了 ,晚上就拿走。信赖保护原则是针对政府

的一种要求 ,政府一旦作出决定就不能随意更

改。如果更改或撤消 ,就要给相对人补偿。

上述这些都是许可法非常具有意义的改

革 ,一些甚至是革命性的。

实施中的难点问题

行政许可法有很多的亮点 ,但还有存在不

容忽视的问题。行政许可法是在一种反差、矛

盾中 ,在一种二元化的环境中产生 ,应当认识到

行政许可法所面临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 :法律规范与社会之间的不同

步

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 ,中国社会仍然是

一个立足于“管”的社会。许可法与我们大的体

制 ,与我们立足于稳、立足于管的体制是不协调

的。

第二个挑战 :首次由一个国家搞一部统一

的行政许可法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是要解决权力过于集

中 ,腐败过于严重的问题 ,这种立法思路能不能

奏效 ,还有待证实。

第三种挑战 :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冲突

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有两大集团 ,一个是

行使权力的集团。从本质上讲 ,审批制度改革

对于行政机关就如同自我断臂。没有审批权 ,

就等于断了财路。因此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可

能会遇到抵触 ;另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是开始受

到审批的盘剥 ,一旦获得又希望许可的门槛能

够越抬越高的企业界。那些获得许可的企业 ,

存在不愿意废掉这个门槛的复杂心理。

另外 ,中国的制度之间还有一种连带效应。

比如把收容审查制度废除了 ,劳动教养的案子

就多了起来。再如罚款减少了 ,马上收费就多

了。对于许可法而言 ,这种抵触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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