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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 月 15 日, 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该《决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行政法规在我国的法律系统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由

于其数量庞大也造成了适用时的困难。此次《决定》的公布是国务

院继 1994 年 5 月 16 日和 2001 年 10 月 6 日后再次对现行的行政法

规进行系统性的整理。 
 
《决定》中 92 件行政法规的废止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 其中 49 件

是因为其主要内容被新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代替而予以废止; 另
外 43 件是由于适用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而宣布失效。 
 
然而《决定》的公布也再次引发了笔者对行政法规相关问题的进一

步思考。 
 

法规性文件的认定 
 

通过对《决定》废止的 92 件行政法规的查阅, 笔者发现其中废止的

很多并不是我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原《行政

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上规定的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法规, 而是法

规性文件。 
 
很多人愿意把上述法规性文件理解为广义的行政法规的一个部分, 
然而其效力是否能等同于行政法规而得以适用也许在司法实践中会

存在疑问。 
 

国务院批转和转发的法律文件 
 
在《决定》废止的行政法规中, 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并不是由国务院

直接公布或批准的, 而是由国务院进行转发或批转的, 那么对“转
发”和“批转”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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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 国务院转发的文件是由有自主行文权的国务院的下属职能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制定的, 而国务

院批转的文件是由无自主行文权的国务院下属职能部门或者其他单位制定的, 其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该文

件的规格和效力, 使之上升为行政法规。 
 
对“适用期已过”和“调整对象已经消失”的解读 
 
在《决定》中阐述的废止此次行政法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适用期已过或者调整对象已经消失而宣布失效。 
 
国务院法制办负责人在 2008 年 1 月 23 日的答记者问中这样表述到: “有一部分行政法规只适用于经济社

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或者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对象在此特定阶段结束或者特定对象消失后, 该行政法规理

应当宣布失效。”这也是目前为止对“适用期已过”和“调整对象已经消失”的唯一官方解释。然而, 这一解

释并不能完全说明部分行政法规被宣布失效的真正原因。 
 

 废除时间的困惑: 如前所述, 在 1994 年 5 月 16 日和 2001 年 10 月 6 日国务院也曾经做出过相同的

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其中的废除原因也和此次相同。然而按照上述解释, 很多行政法规应该

在前两次的整理中就得废除, 何以等到现在？ 
 

 废除原因的困惑: 《企业财务通则》(1992 年)和《企业会计准则》(1992 年)这两个行政法规的失效

原因值得我们探讨。我们可以发现, 事实上是 2006 年 12 月 4 日财政部公布的《企业财务通则》和

2006 年 2 月 15 日财政部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两部部门规章的出台, 导致上述两

个行政法规不再适用而并非是《决定》中所阐述的“适用期已过, 实际上已经失效”。国务院为了避

免由部门规章来代替行政法规的尴尬而做出这样的处理也颇为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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