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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审判权问题是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学一个重要的全新课题。
确立科学的行政审判权理论体系，将会对我国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学理论和行政审判实践产生积极而深
远的影响。
但遗憾的是，在目前已经形成的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学研究体系中，很少能够看到对行政审判权理论的
系统研究和阐释。
即便是在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学研究比较发达的国外法治国家，也不例外。
本书首次从基本理论和运行机制两大方面较系统地对行政审判权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思考，尝试建构较
完整的行政审判权理论研究初步框架。
    本书主要研究了下列问题：    第一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的基础。
本章分析了行政审判权产生和存在的主客观条件，论证了行政审判权确立之必然性和通过行政审判权
监督控制行政权的必要性。
意图回答并解决行政审判权的正当性问题，这些认识是配置行政审判权、构筑行政审判制度之时必须
牢牢树立的，也是不得不着重考虑的前提性、基础性要素。
    第二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的属性。
本章首先分析了作为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应具有的权力属性；接着依次分析了作为司法权的行政审判权
、作为行政纠纷裁断权力的行政审判权、作为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与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的行政审判
权各应具备的基本属性。
意图回答行政审判权到底及应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力。
行政审判权的属性，决定了其运行的宗旨和行使的基本原则，决定了行政审判权的具体权力内容及其
运行机制设计。
    第三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的功用。
本章从政府功用的历史沿革着手，认为随着政府功用的演变，行政审判权的功用也历经了一个相应的
变化调适发展过程。
指出，当代社会行政审判权既不是国家的权益也不是私人的，其功用在于维护社会公共权益。
意图明确行政审判权在当代社会的价值定位。
    第四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与相关权力(利)的关系。
本章主要从行政审判权与行政权、行政审判权与行政诉权、行政审判权与检察监督权的关系三方面进
行分析。
意图厘定行政审判权与相关权力(利)相互间的关系，实现行政审判权与其他权力(利)的和谐。
    第五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的模式。
本章对诉讼模式、审判模式和行政审判权的模式等概念进行了界定；接着分析了两大法系典型法治发
达国家的行政审判权模式，并阐释了不同行政审判模式选择的缘由；最后，结合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
律的规定，总括中国行政审判权的模式为强职权主义的行政审判权模式。
    第六章主要对行政审判权完善作以概述。
本章分析了现行行政审判权运行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揭示了完善行政审判权有其内在的必要性和现
实的可能性，提出了行政审判权完善的宏观设想，并对行政审判权完善的目标予以理论上的设计。
    第七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体制的完善。
本章对我国行政审判权体制及其存在的问题作以介绍，分析了学界对我国行政审判权体制的独立方案
的种种争论，提出了我国行政审判权体制的改革方案。
    第八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权力内容的完善。
本章论证了行政审判之特定宗旨决定了行政审判应确立法院较高的权威，对现行行政审判权配置作了
检讨，认为现行行政诉讼法律所配置的行政审判权不足以使行政审判实现其制度设置的初衷，应该充
实行政审判权的具体内容，理性配置行政审判权，重塑法院在行政审判中的权威。
    第九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模式的完善。
本章分析了有限职权主义的行政审判权模式及其特点，论证了有限职权主义的行政审判权模式之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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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审判的必要性，较具体地探析了有限职权主义行政审判权模式在行政审判中的运用和体现。
    第十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广度的拓展。
本章首先分析了现行行政审判权广度之不足，认为适度拓展其运行广度是应势之举。
论证了须将部分抽象的行政行为、相对人认为其权益受影响的行政行为、部分内部行政行为、现行的
终局行政行为、部分自由裁量的行政行为、部分侵公益的行政行为等纳入行政审判。
    第十一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深度的强化。
本章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应该加强行政审判权的深度或力度，认为行政审判中必须使得对法定行政程序
与对一般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相配合，必须做到对法律适用的司法审查与对事实认定的司法审查相交
融，并提出了相关的审查原则及其具体内容。
    第十二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运行程序及其完善。
本章论证了行政审判权运行程序是行政审判权顺畅运行的关键，应对行政审判权运行程序的价值予以
妥当定位，现行行政诉讼法律中必须增加设置行政审判一审简易程序、行政诉讼案件调解程序和行政
诉讼三审程序，并对每一程序的设置提出了初步设想。
    第十三章主要研究行政审判权运行制度的完善。
本章主要对行政审判权运行中的几项重要制度包括行政审判管辖制度、行政审判证据制度和行政诉讼
撤诉制度进行了理论上的反思，论证了现行制度设置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上述三项制度的构想。
另外，本章介绍了行政判例制度对行政审判的价值意义，并提出了我国行政判例制度建构的若干设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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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理论篇　　第二章 行政审判权的基本属性　　行政审判权的基本属性所要回答的是行政审
判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区别于其他权力的特殊本质和特有属性的问题。
行政审判权的基本属性不仅决定着行政审判权的静态特点和功能，是科学　　配置行政审判权的根据
，而且决定着行政审判权的动态运作，是充分发挥行政审判权功能作用的出发点。
因此，对行政审判权基本属性的深刻认识，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务层面，　　抑或在理
论研究层面，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在司法体制改革和行政诉讼法修改的大背景下，只有正确认识行政审判权的基本属性，才能牢
牢把握和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才能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一、作为权力的行政审判权　　行政审判权，是指由法定的国家机关（在我国特指人民法院）站
在中立的立场，根据诉讼当事人的请求并在双方当事人的参加下，依照诉讼程序（司法程序）审理、
裁判行政纠纷的权力。
①毫无疑问行政审判权是一种权力，作为权力的行政审判权理应具备权力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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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审判权是指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具体的诉讼案件，用司法程序来审查行政行为是否违背宪法、
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一种法律监督权。
它的作用既非处分诉讼主体之间的实体权益，亦非实施惩罚，其核心内容是确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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