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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有关“行政诉讼”的教材已有近百种。
我们试图使本书成为一本具有下列特色的法学教科书：　　1．立足“是然”，附带“应然”。
本书是一本“是然”教材，而非“应然”教材；它是对中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与原理的阐述，而
不是对将来制度与原理的猜测或探讨。
因为后者属于学术专著的任务而非教科书的任务。
　　2．在内容上，立足中国，附带国外。
这是处理中国法与外国法关系的原则。
本书是一本以介绍中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与原理为内容的教科书，而不是一本比较法方面的教材，因
此，它原则上只以中国法律制度与原理为限，国外的有关内容只有在需要时作为背景材料出现。
　　3．重视法上的依据性。
本书在阐述中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与原理时，注重“理论依据”，更注重“法上的依据”；凡在
写作中遇有法律法规规章，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依据的地方，都一律表明这些法的依据
内容。
做到“写之有据”（法的依据）。
　　4．注重司法实践性。
目前有的行政诉讼法教材，理论有余，司法实践性不足，学生学了一大堆理论，依旧不懂如何参加行
政诉讼活动。
本书在继续注重理论性的同时，更在司法实践内容上下了功夫。
　　5．逻辑上的清晰性。
我们力争使本书的逻辑思路达到尽可能清晰的程度，可以使那些哪怕理论知识程度较低的学生也能较
容易地学懂并掌握。
为此，我们在写作中，注重每章结束时的归纳及使用一定的图表。
　　6．注意两端衔接。
与“行政诉讼法”关系最近的是“行政法”和“民事诉讼法”，因为行政诉讼法上的某些原理渊源于
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没有特别规定的可参照民事诉讼法。
所以，我们在写作中注意到与“行政法”、“民事诉讼法”的衔接。
　　7．每章设疑难问题探讨。
鉴于中国现行有关行政诉讼的规范仍有“真空”地带，现实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暂时还找不到直接的法
律依据予以解决，故在有关章节中视情况而设“疑难问题探讨”之节目，实有必要。
　　也许当我们完成本教材时，发现它离我们原先所定目标还有一定距离；但我们相信，只要教材的
使用者与教材的编写者密切配合，相互沟通，上述的“距离”将会被日益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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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法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与原理，并注重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
将有助于读者掌握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知识和了解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真实情况。
同时，全书在每章后设“本章小节”对全章内容进行归纳并制作了一些总结性图表，这也正是《行政
诉讼法学》的特色之一。
另外，全书在相关章节中都专门有一节探讨了各部分的疑难问题，对开拓读者的思路与视野会有很大
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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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建淼，1957年生于浙江慈溪。
1989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1995年以来多次赴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与澳门等地作高
级访问学者、合作研究及其他学术活动。
现为浙江大学副校长、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主任。
又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终身享受者，国家教育部法学专业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十
大“杰出青年法学家”（首届），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培养人员，杭州市人大常委
会立法咨询委员会主任。
在法律学术界担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
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学会副会长。
自1987年来，共出版《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独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等著作48本，发表《有关行政
滥用职权内涵及其表现的学理探讨》（载《法学研究》1992年第3期）、《有关中国行政法理的行政授
权问题》（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的模式及评判》（载《中国法学
》199r7年1月）、《关于中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的探讨》（栽《中国法学》1998年第1期）等论
文58篇；共发表文字3 086万，其中个人撰写部分达495万。
培养行政法研究生、博士生近5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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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政诉讼概述第一节 行政诉讼第二节 行政诉讼法第三节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第四节 行政诉讼法
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本章小结第二章 行政诉讼的范围第一节 确定行政诉讼范围的因素和方式第二节 行
政诉讼的肯定范围第三节 行政诉讼的否定范围第四节 有关行政诉讼范围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
三章 行政审判组织及诉讼管辖第一节 行政审判组织第二节 行政诉讼管辖概述第三节 行政诉讼级别管
辖第四节 行政诉讼地域管辖第五节 行政诉讼其他管辖第六节 有关诉讼管辖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
第四章 行政诉讼的原告第一节 行政诉讼原告概述第二节 原告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第三节 原告资
格的基本理论第四节 原告资格的具体确定第五节 原告资格的实现第六节 有关原告制度的若干疑难问
题本章小结第五章 行政诉讼的被告第一节 行政诉讼被告概述第二节 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第
三节 对被告资格的具体认定第四节 有关被告资格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六章 行政诉讼中的其他
参加人第一节 行政诉讼第三人第二节 行政诉讼法定代表人第三节 行政诉讼代理人第四节 行政诉讼中
的律师第五节 行政诉讼代表人第六节 行政诉讼其他参加人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七章 行政诉讼
的证据第一节 行政诉讼证据概述第二节 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举证期限第三节 调取和保全证据第四节 有
关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八章 行政审判依据及适用第一节 行政审判依据及范围第
二节 适用法律、法规第三节 参照行政规章第四节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地位第五节 司法解释问题第六节 
审判规范之间的冲突及处理第七节 有关行政审判依据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九章 行政诉讼第一
审程序第一节 起诉第二节 受理第三节 审理第四节 裁判第五节 第一审程序中的其他制度第六节 有关第
一审程序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十章 行政诉讼第二审程序第一节 上诉第二节 审理第三节 裁判第
四节 有关行政诉讼第二审程序的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十一章 行政诉讼执行第一节 行政诉讼执行程序
概述第二节 对行政相对人的执行第三节 对行政机关的执行第四节 先行执行与执行保全第五节 行政诉
讼执行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十二章 对非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第一节 对非诉具体行政行为执
行的依据第二节 对非诉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条件第三节 对非诉具体行政行为执行的程序第四节 非诉
行政执行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十三章 行政赔偿诉讼第一节 行政侵权与赔偿责任第二节 附带行
政赔偿诉讼程序第三节 单独行政赔偿诉讼程序第四节 行政赔偿责任的承担与追偿第五节 有关赔偿诉
讼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十四章 涉外行政诉讼第一节 涉外行政诉讼的概念、内容和程序第二节 
涉外行政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第三节 涉外行政诉讼的有关规定本章小结第十五章 行政诉讼与其他诉
讼第一节 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第二节 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一并审理第三节 行政诉讼对民事诉讼法
有关规定的参照第四节 行政诉讼与其他诉讼关系的其他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第十六章 行政诉讼中
的期间、送达和费用第一节 行政诉讼中的期间第二节 行政诉讼中的送达第三节 行政诉讼费用第四节 
有关行政诉讼期间、送达、费用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本章小结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附录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附录三：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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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引进境外有关具体行政行为颇为精致的定义。
我国台湾与大陆学理上的具体行政行为比较类似的概念是“行政处分”。
根据台湾行政程序法和新的诉愿法的规定，“行政处分”，是指行政机关就公法上具体事件所为决定
或其他公权力措施而对外直接发生法律效果之单方行政行为。
这里涉及几个含义：　　1．通说认为，这里的行政机关指行政主体②内部依法设置，就行政事务，
得以自己名义决定并表示行政主体意思于外部之具有独立地位的组织体。
行政机关的内部单位，如基于分层负责原因，被授权以自己名义对外行文的，实务上仍承认其为所隶
属行政机关本身的行政处分，准许相对人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2．这里的直接发生法律效果是指导致相对人权利与（或）义务的发生、变更、消灭或确认的行
为。
行政处分因而可视为是行政法上的一种意思表示。
单纯的不作为被法律评价为行政处分者，称为拟制行政处分。
至于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直接发生法律效果，基本上应以该行为表示于外的客观意思判断。
　　3．行政处分必须是公法行为。
公法行为基本上指的是根据或执行公法规定的行为，也就是一般所称行使公权力的行为。
至于该公法行为所规制、发生的法律效果是公法或私法，在所不问。
　　4．行政处分必须是单方行为。
此可区别于行政契约。
其强调的是行政处分的高权性和官方性，即行政机关作成行政处分不受相对人意志的拘束，得依职权
，自作决定。
　　5．行政处分必须是行政机关所为直接对外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
此特征使行政处分能与仅发生内部法效果的行政内部行为（如行政意见的内部交换、请示、指示等）
相区别。
　　6．行政处分必须是针对特定具体事件所为的行为。
特定具体事件指的是相对人必须特定，并所涉及事实关系必须具体。
此能使行政处分与规范一般抽象事件的法规命令相区别。
　　“行政处分”自德国行政法学之父奥托·麦耶（Otto Mayer）建构以来，在各个领域已发挥了相
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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