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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法的生命或者法的根本价值之所在就是法的实施，从党的十六大“确保

法律的严格实施”到十七大“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法的实施在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中已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其中行政法的执法自然是重要内容之一。行政法内容丰富，执法

范围广泛，执法方式多样化，要保证行政法的依法执法、科学执法必须加强

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要求下，我们欣喜地看到《行政

执法实务》这样一本新型教材应运而生。

《行政执法实务》是为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一本教材，

由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韦军、何峥嵘、唐连荣、张萍、梁嵘、廖原等一批

富有实力的中青年行政法专业教师编写。对法律职业教育尤其是高职教育而

言，其基本目的是要培养掌握法律专业知识、具备实际执法能力的专门人才，

为此加强实务内容的教学是提高教育质量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我个人在长

期行政法学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上也主编或使用过多种行政法学教材，而读了

这本《行政执法实务》后深感它具有特点和创新。从内容编排上看，本书着

重选取了目前各主要行政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业务，围绕执法依据、执法范围、

执法措施、执法程序等主要内容进行编写，目的在于让学生掌握目前我国各

部门行政执法的基本知识，熟悉各执法部门的行政执法实务，培养学生在实

践中的“行政权必须依法取得、行政执法必须遵守实体法和程序法、行政执

法必须接受各种监督”等依法行政意识。从理论与实务的联系来看，本书较

好地处理了基本理论与行政执法实务的关系，既不同于本科行政法专业教材

那样侧重于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不像一些案例分析书那样只注意对个案

问题的分析，而是将行政法的基本理论浅显易懂地融入对行政执法实务的系

统阐述中。这种模式便于读者在学习行政执法实务的过程中渐次强化对行政

法基本理论的理解，也有利于在实施具体的行政执法行为时能够用行政法基

本理论直接指导行政执法实务。从与已有的一些同类教材比较来看，本书的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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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是一方面它强调的不是行业管理的具体业务而主要是执法理念尤其强调

执法程序的理念；另一方面它及时反映了我国行政法的新发展，如《行政许

可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新法的内容都涵盖在内。

我觉得《行政执法实务》一书既是韦军等作者多年从事高等法律职业教

育行政法课程教学的经验总结，同时也是他们对高等法律职业教育教材的编

写加以认真研究和努力探索而取得的一个成果。相信这本教材在高等法律职

业教育的行政法教学以及在行政执法部门的公务员上岗培训中能发挥其有效

的作用，也希望它能在教学实践中得以不断地发展完善。

是为序。

方世荣　　　　　

2008 年 3 月 31 日　　



修订再版说明

《行政执法实务》是我院行政执行专业开设的核心专业课程。为满足这

一专业该课程的教学需要，2007 年，我们编写了《行政执法实务》，2008 年

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自出版以来，深受行政执行专业学生欢迎，该教材

也作为其他法律事务专业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与实务》的配套教

材使用。行政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因时因势变动颇多，本书出版以后，行政

法的立改废较多，且机构改革使得行政执法体制和行政执法内容发生了很大

变化，而且教材在使用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如部分内容不很实用，等等。因此，

教材编写组及时修订了该教材，现予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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