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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法是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法律。
本书在分析了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制定经过之后，详尽地阐释了行政诉讼法的
具体规定，并结合法学理论与司法实务深入分析了有关规定的立法依据、实施状况，研究了立法和实
务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有关专题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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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行政诉讼与行政诉讼法概述第一节 行政诉讼的概念和特征一、行政诉讼的概念行政诉讼是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
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审理和解决行政案件的活动，以及在
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法律关系的总和。
行政诉讼的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个要件：第一，行政诉讼的主体具有特定性。
行政诉讼的原告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是行政相对人。
被告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
行政诉讼法规定可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有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在行政法学上被
称为行政主体。
由于依据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组织实际上具有行政机关的地位，可被看做是行政机关，
因此，本书在后面的论述中，除非特别说明，对此不加区分，而称为行政机关。
行政诉讼当事人中必定有一方是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国家行政机关，而且国家行政机关是以被告
的身份参加诉讼的；而另一方是受该行政机关管理，与该行政机关所作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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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祥瑞先生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初曾经这样说：“《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是中国法制
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是旧传统死亡和新观念再生的分水岭。
”①在龚先生所主持的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调查研究课题中，研究者认为：“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
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布将意味着一场静悄悄革命的开始。
”（2）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场革命方兴未艾地进行。
1990年12月24日国务院发布《行政复议条例》，1995年1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1996年3月17日《行政处罚法》出台。
目前，行政程序法和行政复议法亦正处于起草过程之中。
这些法律的颁布表明中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初步建立和监督行政制度的日益完善，而这些皆肇始于行政
诉讼法的制定。
我曾经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对行政权力侵犯公民权利是否实施救济及有关制度的完善程度，是社会
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之一。
”③行政诉讼制度是行政救济制度的主要的和最为重要的内容。
使用这本教材的人，可能将会仔细研究行政诉讼法学，也可能只是希望一般地了解行政诉讼法，还可
能是出于某种需要或者必要才来学习这门课程的。
作为作者，我不一定希望所有的读者在读了这本书以后，都进而成为行政诉讼法专家（这也不可能）
，但希望各位读者继续关注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法律的立法和实施情况，因为正如大家在读了这本书
以后所知道的那样，关心这方面的情况就是关心中国民主与法制进程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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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诉讼法学(第3版)》：创新思维法学教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诉讼法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