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程序中的听证制度

叶 必 丰

一
、

听政制度的意义

行政程序的听证制度
,

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中的一种制度
,

即在一定的行政机

关及其公务员的主持下
,

在有关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
,

对特定问题进行论证
、

辨明的程序
。

它

具有集思广益
、

维持正义的功能 ; 有加强政治沟通
、

促进政治参与
、

提高行政效率的功能 , 有

防止政治腐化
,

消除政治偏私及杜绝行政权之专横的功能
。

现代国家
,

行政程序的听证可适用

干行政立法
、

行政决策
、

行政措施
、

行政执行
、

行政监督
、

行政制裁等方面
。

即行政行为涉及公民

权益而无害于国家和公共利益的
,

均可适用听证
。 ,

因此
,

它也就成为各国行政程序法中的核心

问题
。

《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 》 共 12 条
,

其中有7条和听证有关
,

第 7条则专门规定了听证制度
。

《 联邦德 国 , 9 7 6年行政程序法 》 第 6 6
、

6 7
、

73 条都是专门规定听证的
。

日本的行政程序法草

案规定了三种行政程序
,

即听证程序
、

辨明程序和不服审查程序
。

其中
,

辨明程序为听证程

序之简化
,

不服审查程序准用听证程序
。

在我国
,

建立听证制度和政治公开化与公民的了解权有关
,

也是社会协商对话制的重要

内容
。

体现着从群众中来
,

刘群众中去和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
,

重大情况让人民知

道
,

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
。

它有利于弄清事实真相
,

作出科学
、

正确
、

公正
、

合理的

决定
,

避免决策失误
,

是决策科学化
、

民主化的法律保障
。

它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公民意识
,

是公民参政
、

一

议政的重要体现
,

是社会民主的重要形式和内容
。

它也有利于正确 处 理 和 协

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
,

及时地准确地使下情土达
、

土情下达
、

彼此沟 通
、

互 相 理

解
,

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

因此
,

建立我国的行政听还制度
,

对政治体制改

革和行政管理的科学化
,

法制化具有垂要意义
。

二
、

听证的形式

按照一定的标准
,

可 以把听证分为决策性听证和裁决性听证
、

书而听证和口头听证
、

自

行听证和委托听证等多种形式
。

1
.

决策性听证和裁决性听证

决策性听证
,

又称为辨明性听证
。

主要是为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 “
就是把科学引入

决策过程中
,

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
,

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
,

’

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
、

有科学根据的
、

有制度保证的过程
” 。

它包括行政立法和行政机关对重大问题的决断两个方

面
。 《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 》 第 3条规定了这种听证形式

:

行政机关
“
在按本条要求发布通告

以后
,

应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机会
,

提交书面资料
,

书面意见
,

进行 口头辩论或提交书面

辩词等方式使他们参与规章的制定
,

在斟酌了所提出的有关问题之后
,

机关对己通过的规章的

制定根据和目的作一简要 的总的说明
,

并将此说明列入此规章之内
, 法律规定必须根据行玫



听证后的记录制度的规章
,

则不适用本款规定” ,

而适用第6
、

7条的听证规定
。

我国以往对决策听证
、

尤其是对重大问题决断中的听证重视不够
。

随着对科学和法制重

要性认识的逐渐加强
、

改革和开放的深入
,

决策听证近年来已逐渐引起重视
。

许多行政机关设

立了咨询机构
,

在决策实践中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

例如
,

广州市市长朱森林提出决策
“

三不
”

原则
。

即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决策
,

不经过专家咨询论证不决策
,

不制定两个以上的方案不决

策
,

这是说行政决策必须经过听证
. 。

兰州市代市长柯茂盛指出
:

依靠专家
、

学者和群众决策
,

让他们参政议政决不是权宜之计
,

而是长远的方针
,

这 是打破小生 产观念
,
适应社会化大生

产的需要
,

是使政府的政务公开化的必由之路
,

是决策民主化
、

科学化的重要途径
。

裁决性听证
,

又称审讯型听证
,

是指在采取一般性行政措施时的听证
。

尤其是指在行政制

裁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
、

意见
、

要求或证明
,

以便作出公正
、

合法的裁决
,

保障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
。

例如
, 《 联邦德国 , 97 6年行政程序法 》 第 28 条规定

,

在影响公民权益的裁决作出以

前
,

须进行听证
。

我国虽然没有这样普遍适用的规定
,

也没有称之为
“ 听证

” ,

但在具体的

法规中
,

裁决性听证的内容还是不难找到的
。

例如在 《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 的处罚程序中就有
“ 听证 ” 的内容

。

2
.

书面听证和 口头听证

书面听证
,

是指 y1I 家行政机关要求有夭机关
、

单 位或公民针对特定问题提出书面意见
、

见

解
、

论证
,

以弄清事实
,

正确地解决问题
。

国家权力机关在制定法律时
,

经常使用书面听证的方

法
。

但是
,

在行政程序 中
,

书面听证主要适用于行政立法
、

高层次的行政决策
、

行政复议等
。

口头听证又称言词听证
,

是面对而进行的听证
,

一般情况下的听证都应采用 口头听证
。

因为经过相互辩论可以进一步查明事实
,

当事人可 以及时地恰当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要求
,

在

己经作了口 头听证的情况下
,

然后可作书面听证
。

所 以
,

一般是以口头听证为主
,

书面听证

为辅 , 而书面听证可以节约时间和费用
,

因此 可以采少J] !弓面和 :1l 头相结合
。

3
.

自行听证和委托听证
-

自行 听匪是指行政机关 自行主持的听证活动
。

委托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委托
、

授权某单位或

社会团体对特定间题举行并主持听证
,

然后向授权机关提出听证报告的制度
。

例如
,

国务院制

定行政法规
:.

对某些间题可委托中国法学会或教学
、

科研单位举行听证
,

也可授权地方行政

机关举行听证
,

然后主持听证者向国务院提出报告
。

根据理论及各国的实践
,

这种报告虽对

决策者没有约束力
,

行政机关可 以采用也可 以不采用
,

但必须尊重这种报告
。

授权听证的优

点是
:

可以减少行政机关的事务
,

使行政管理转到宏观管理和监督管理上来 , 被委托者或被

授权者
,

往往具体负责这些事务
,

或对此类问题有较系统的知 识
、

较高的水平和能力
,

或者

熟悉此类事务并有专长
,

由他们来主持听证
,

可以正确
、

恰当地把握问题
,

提出处理意见
,

避免因公务员缺少专门知识而带来的困难
,
被授权者了解问题较为方便

。

在英国等一些资本

主义国家
,

大量采用授权听证制度
,

称之为
“
调查团

”
制度

。

以上六种听证形式是交叉使用的
。

三
、

听证的适用范围

听证的适用范围问题
,

是指 哪些内容可以听证而且应该吵亡证
,

哪些不适用听证或得免除

听证的间题
。

一般说来
,

国家行政机关采取行政行为前
,

都必须光经过听 i正程序
。

例如 《 联邦德国 ! 9 76

年行咚程序法
” 第“ ” 条规定

: “
卜涉当事人权利之行政处分作成

一

前
,

应给予当事人对于决定



有关之重要事实表示意见之机会”
。

但是
,

对没有必要听证的行政行为
,

法律规定可以免除听证
。

在下列各种情况下
,

一般

都可以免除听证
:

( 1 ) 在紧迫情况下
,

或为公共利益有必要应立即作出决定的 ,
( 2 ) 如果

举行听证将难以遵守对决定有重大关系的期限, ( 3 ) 行政机关将拒绝当事人的请求
,

而且对

当事人在申明中的事实陈述
,

没有不利或作不同认定的 ,
( 4 ) 行政机关将采取的一般性行

政行为
,

或大量的同种类的行政行为 , ( 5 ) 行政执行时所采取的处置 , ( 6 ) 有关护照执照

的烦发
。

同时
,

有些行政行为在采取前
,

不得适用听证程序
。

这和免除听证不同
。

免除听证是本

应听证而法律特许其不必听证的
,

不得听证是指法律规定禁止进行听证的
。

不得听证的
,

一

般有下列各项
:

( 1 ) 行政机关在国防和外交活动中的决策
,

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行

为 ,
( 2 ) 行政机关内部管理和人事 ( 如公务员的任用 )

、

公共财产
、

信贷
、

拨款
、

福利和合

同事务的行为 , ( 3 ) 解释性规章
,

对政策
、

行政机关组织
、

程序和工作制度方面的规章的

说明, ( 4 ) 行政机关有正当理由确实不能听证的
。

听政适用范 BIl 的大小
,

关系到公民参政议政的程度
,

这和民主
、

法制的发展相联系
。

最

近
,

美国法学界人士纷纷主张应该扩大听证的范围
。

美国法学协会第二号决议案即建议扩大

法规制定时公共参予的机会
,

而缩小免除听证的范围
。

他们认为
,

政府 民法上的重要行为应该

听证 ; 国防外交决策不能听证 的
,

应严格限制在确属机密事项的范围之 内
。

美国行政会议建议

案第 69 一8号
,

也主张扩大听证的范围
。

四
、

听证程序

一般听证程序可分为三个阶段
:

1
.

听证的准备程序

行政机关在听证前必须考虑工作效率
,

做到迅速而准确
,

尽量节约当事人 的 时 间
、

精

力和费用
,

因此必须首先确定
:

是否确实需要听证
,
采用什么形式的听证和需要听证的主要内容

。

在采用 口头 ( 言词 )

听证的情况下
,

主要的准备程序有
: 听证的日期及场所

、

争执点的整理等
,

主持人对每次准

备程序中的案件名称 J 主持人姓名
、

出席人姓名及住所
、

准备程序的时间及处所
、

结果
,

都

应作成笔录
,

并签名盖章
。

同时
,

为了举行 口头听证
,

行政机关应当在期 日前传唤当事人
,

传票中应注明当事人之一方缺席时亦得进行辩论并径行决定
。

例如
,

日本程序法规定
,

传票

有三百张以上时可以以公告方式代替
,

此项公告应于听证二星期前在该行政机关的官方公报

以及在预见将受此决定影响之地区发行的地方报纸上刊载
。

2
.

听证的进行程序

听证进行程序
,
主要是指言词 ( 口头 ) 听证的进行程序

。

许多国家规定
,
口头听证不公

开
,

但监察人员和从事教育的人员可以参加言词辩论
。

如果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
,

则听证主

持人可 以准许他人在场
。

听证主持人应与当事人共同讨论问题
,

促使当事人对不详之声请加

以说明
,

提出合适的声请
,

补充证据之不足
。

一般说来
,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

否则应由规章

或裁决会的提议人负举证责任
,

任何 口头或书面证据都可接受
,

但与所讨论
、

听 证 的 问 题

无关的或无关紧要的材料不予接受
。

听证主持人负责绷寺秩序
,

对不遵守有关规定的人
,

应

令其退席
,

但听证仍可继续进行
。

口头听证的有关内容应作成笔录
,

其中应记明
: 听证的地

点与日期
,

主持人
、

出席的当事人
、

证人与鉴定人的姓名
,

讨论的题目与提出的申清
, 、

证人



和鉴定人陈迷的主要内容
,

勘验的结果
。

笔录应由听证主持人签名
,

如有书记人员参加时
,

亦应由其签名
。

将文书证明作为附件而附加在听证笔录内的
,

视同听证笔录的一部分
,

听证

笔录是决策或裁决的依据
。

3
.

听证后的处理程序

举行听证后
,

行政机关认为尚有问题未弄清
,

证据不充分
,

或意见陈述不够的
,

可以继

进续进行听证或再听证
。

听证程序终结后
,

听证主持人如果是机关首长的
, 即可直接作出决

定
,

如听证主持人非机关首长的
,

或虽是机关首长但仍无权决定而需提交特定机构的
,

则要

写出报告
。

从法律上说
,

听证主持人的报告
,

仅是向有权作出决定的机关或首长提出处理建

议
,

并无拘束力
,

机关或首长可 以采纳
,

也可拒绝
。

美国
、

联邦德国
、

日本等国还规定听证主

持人所拟的报告
、

机关或首长所作的初步决定
、

最终决定都应向当事人公开
。

联邦德国规定应

以书面形式进行
,

有三百张以
_

L的以公告代替
,

或在一定的报纸上刊载
,

并规定生效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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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刑法观的更新

陈 宝 树

党的
“ 十三大

”
提 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 ;是指导我国进行全面改革和建设的重

要理论武器
,

.

也是我们制定法律和正确执行法律 的根本依据
。

本文拟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

刑法观的更新的有关问题谈一些个人认识
。

一
、

刑法观更新的理论根据和意义

观念
, :是人们对于事物的看法或见解

。

开J法观念
,

也称之为刑法观
,

是指人们对于刑法

的本质
、

内容和功能 的认识
。

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

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

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的国家有不同的刑法观
。

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国家的刑法观
,

是由各

个不 同历史时期不同阶级国家的社会存在决定的
。

社会主义刑法观
,

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刑法观
,

是社会主义物质生活条件的反

映
,

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的重要组成部分
。

它具有先进性
、

民主性和平等性等特点
。

但是
,

必须看到
,

!习前我们的刑法观主要是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
。

党的
“

一

1
一

三大
”
报告指 出

: “ 我们在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
,

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

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

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
。

但已经不是

主要矛盾
。

为了解决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
就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

提高劳动生产率
,
逐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