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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法治社会，诉讼的基本原则承载着法律的精神内核，表征着法治的重要理念，反映着法律条文
或者判例的基本准则。
我国诉讼法律一般在总则部分规定基本原则，以基本原则作为统率整部法律的指针和方向。
有的学者考证，法律上的“原则”一词产生于近代，意为规则之源或者根本规则。
在法学意义上，原则是指可以作为规则的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原理和准则，是构成一个法律
体系的立足点或基干的根本规则。
“原则”一词的拉丁文是principiorum，意为基础、原理等，同时有一句拉丁法谚日：principiorum nin
est ratio，意为“基本原则毋须论证”。
英美法系的“原则”（principle）含有两层意思：法律规则或者学说的基础或者来源；诉讼规则、程
序以及法律判决的原理或者前提。
在诉讼法律中有类似基本原则的规定的，最早出现在法国的民事诉讼法中。
在法国的诉讼法学界，行政诉讼法学者维兹奥兹（Vizioz）于1955年在其著作中首次提出了“诉讼指导
”，其后，让?佛瓦耶（JeanFoyer）以及果尔如（Comu）继续发展了这一概念，并使其成为民事诉讼
法上的规定。
法国人说，这些原则来自于传统，它们甚至在拉丁语的格言和中世纪罗马法学家的著作中都有相应的
表述。
这些诉讼指导原则为确立诉讼的特殊动因机制，为保障诉讼民主运作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国在诉讼法的立法中集中明确规定基本原则主要是仿效前苏联的做法。
1932年的苏俄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基本原则。
后来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基本原则。
例如，南斯拉夫议会于1976年12月4日通过的《南斯拉夫行政诉讼法》在总则部分用5个条文规定了基
本原则。
2000年法国行政诉讼法典也专编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我国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以及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沿用了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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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原有诉讼类型的单一化与“人世”行政诉讼的复杂化之间的矛盾　　在后过渡期，外国企业和
公民将大量涌人国内进行经济贸易活动。
随着我国行政执法范围的扩大，涉外行政诉讼案件数量也会日趋增多，案件类型也会五花八门，诉讼
当事人也将更为复杂，涉及的部门法将不止一个。
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对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应
予优先适用的规则，以及WTO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使行政诉
讼呈现复杂化趋势。
　　另外，加入WTO以后，中国将融人世界的经济大舞台，立足于国际的大市场，那么行政诉讼的价
值将不再局限于现有的层面上，国外的公民和企业可以援引WTO规则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以我
国为被告，在其本国提起行政诉讼，他们也可以援引我国的法律提起行政诉讼。
同样，我国的个人或企业也可以援引WYO规则，在国内直接起诉外国政府。
这表明，我国的行政诉讼不论从诉讼主体到诉讼参加人，甚至是诉讼客体都将具有国际化特色，行政
诉讼的价值将更加集中地体现在对WTO相关条款履行过程中的司法审查权上，体现在保证WTO规则
在中国的良性运作上，从而使得行政诉讼更加复杂。
　　可以说，在原有诉讼类型单一化向“人世”后行政诉讼复杂化的过渡时期，行政诉讼法律效果与
社会效果的冲突已成为一种必然，并可能日益升温。
面对这复杂的局势，人民法院将重新面临两难的选择，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孰是孰非，何为第一性
？
何为第二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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