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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蔚云    

姜明安：肖蔚云教授与北大行政法学 

阅读次数： 2200  2005-12-5 12:46:00 

      肖蔚云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宪法学教授，我国宪法学学科的建设、发

展，特别是北大宪法学学科的创立、发展，是与肖蔚云教授在这一领域

半个世纪的辛勤耕耘分不开的。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肖蔚云教授在从事宪法学教学

和研究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关心和支持行政法学学科建设。可以说，

北大行政法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也是与肖蔚云教授对行政法学的重

视、关心和支持分不开的。对这一点，我有着亲身的感受。  

   １９８２年，我大学毕业留校，分配在宪法教研室。那时，肖蔚云

教授任法律系副主任兼宪法教研室主任，罗豪才教授任教研室副主任。

我向他们报到，在报到时即就自己的工作向他们提出要求：我今后搞行

政法。他们居然同意了我的要求。在那个时候，他们同意我搞行政法应

该说是非常开明的：第一，他们是宪法学教授，是宪法教研室的领导，

竟然同意和容忍自己的“属下”在自己的“领地”内不务“正业”，做

“别的买卖”，实属不易，可以说，没有他们对行政法重要意义的认识

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二，当时全国还没有哪个高校正式开设行政法课

程，没有一本行政法教材或专著，允许姜明安教行政法，教什么？这恐

怕要担点风险；第三，姜明安当时刚毕业，还只是一个助教，允许一个

刚毕业的助教开一门新课，尽管是试验性的选修课，也是有点难以想象

的，不是他们非常非常看重这门课（而非上课的人），对北大开设这门

课，乃至创建行政法学科，有迫切感，我当时无论如何是不会获得上北

大讲台上行政法这门课程的“许可证”的。  

   １９８４年，我教了两年行政法，想把自己的讲义整理出版。但是

当时哪个出版社敢出呢？那时很多法学学者都搞不清行政法是个什么东

西，不要说出版社的编辑。出版社编辑搞不清书的内容也许还没关系，

如果书是名家写的话。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却是一个大学刚毕业的助教，

而且是其处女作。风险太大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于是，我找了肖蔚

云教授，请他支持。他看了书稿后，即全力支持，并以其名教授的身份

为一个毛头小伙的“出道之作”做序。在这篇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肖蔚



云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关

注，对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重要意义、作用和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下面

我特摘录“肖序”中的若干段落[1]：  

   行政法学是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法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门学

科。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理所当然地也包括对行政法学的研究，加强对行

政管理法规的制定和修改。……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但需要宪法、刑法、民法、刑事诉讼

法、民事诉讼法、经济法的制定或修改，而且急需加速对行政管理法规

的制定或修改，加强对行政法学的研究，搞好国家机关的建设和体制改

革，使国家机关更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

作效率，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使我

国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成为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效率极高、

办事公正而又廉洁的机关和工作人员。……  

   …… 宪法的这些新规定说明它充分重视国家机关的建设，包括国

家各级行政机关的建设，重视行政管理法规的作用。宪法的许多原则和

这些新规定为加速行政法建设以及研究行政法学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

论基础和法律基础。 

   １９９０年，根据全国行政法学迅速发展的形势，为了加强北大行

政法学科的建设，我向法律系提出单独设立行政法专业，单独招收行政

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和设立独立的行政法教研室的建议。此前，北大法律

系早已招收行政法研究生，但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招收，而是作为

宪法专业的一个方向招收。此时，北大法律系专门讲授行政法课程的教

员已有了５人，但没有独立的教研室，行政法教员都是宪法教研室的

“兵”。也就是说，宪法与行政法是一个专业，一个教研室，都归肖蔚

云教授“统管”，现在，我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兵”，居然要与他搞

“分裂”：要从他主管的专业、从他领导的教研室“分裂”出去，另立

门户。我这样做，对于一般领导人来说，应该说是很难容忍的，至少会

是心里很别扭，很不高兴的。但肖蔚云教授非常大度，不但没有说半个

“不”字，而且予以大力支持。十多年来，我们两个教研室（直至北大

法律系撤销教研室），我们两个人一直合作得很好。他之所以不摆一点

著名教授的架子，与自己学生辈的我合作，如此支持我的工作，与他对

行政法的重要意义，对北大行政法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和推进北

大行政法学科建设的责任感是分不开的。  

   １９９９年，北大法律系撤系建院，相应地，北大法学院撤销了教

研室一级建制，所有教员在行政上都直属于院而不再是某一教研室的教

员了。这一改革的“利”是明显的，但也有一定的“弊”。其弊主要是



【返回】  

不利于同一学科的教员共同研究相关学术问题，进行相应学术交流。为

了克服此种弊端，我们几个教行政法和宪法的教员在一起商量，拟成立

一个较松散的研究中心，即公法研究中心，由我出任中心首任主任。我

就此事与肖蔚云教授协商，征求他的意见。原以为他会有些异议，因为

过去宪法与行政法分开主要是我的主张，现在合起来又主要是我的主

张，而且这次合似乎还有点行政法教研室兼并宪法教研室的味道（搞行

政法的人多于搞宪法的人）。没想到他仍一以贯之地支持，还热心地为

我们出主意，建议我们怎样搞好学科建设，怎样申请教育部重点学科和

文科重点科研基地（我们这两项申请现在一项已经成功，一项接近成

功）。可见，他任何时候都以事业为重，以北大法学院的学科建设为

重，无论是过去行政法与宪法合，还是后来的分，还是现在重新的合；

无论是他自己负责宪法与行政法两个学科，还是只负责其中之一，还是

不再担任两个学科中任何一个学科的负责职务，他都对宪法与行政法两

个学科予以同样的重视，象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宪法与行政

法这两个学科的建设，对宪法与行政法这两个学科的发展同样地倾注心

血。  

   肖蔚云教授对法学教学与研究的贡献虽然主要是在宪法学领域，但

在行政法学领域他也有相当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表现在本文前已

述及的他对行政法学科建设的重视、关心和毫无私心地，倾全力地支

持，而且表现在他自己直接参与行政法学的教学、科研。上世纪八十年

代前期，他就开始指导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八十年代后期，他又开始指

导行政法博士研究生。后来，教行政法的教员多了，他虽然不再直接担

任行政法硕、博研究生的导师，但仍然给行政法硕、博研究生上课或开

讲座，象培养宪法硕、博研究生一样培养行政法硕、博研究生。  

   肖蔚云教授不仅是北大宪法学的元勋，也是北大行政法学的元勋。

肖蔚云教授为北大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杰出的，不可磨

灭的贡献，我们作为他的学术后辈，永远感谢他。 

    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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