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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面、最新：收录截至201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司法工作规范
性文件的正式文本
　　权威、深入：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法解释起草人，剖析司法解释的起草背景、出台过程、基
本内容以及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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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行政
　(一)综合
　 1．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1989年4月4日)
　　2．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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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3月8日 法释[2000]8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江必新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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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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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2年8月27日 法释[2002]27号)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在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要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际贸易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的理解与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02年11月21日 法释[2002]35号)
　 依法认真审理反倾销反补贴行政案件——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国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
　(二)受案范围与管辖
　(三)案由
　(四)审判程序
　(五)证据
　(六)法律适用
　(七)法院文书
第二篇　国家赔偿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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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本解释对诉权保护期限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1.行政机关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贯彻意
见》第三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的诉权或者起诉期限，致使当
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逾期的期间
最长不得超过1年。
”应当说，这一规定对于保护相对人的诉讼权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在执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很理想之处，如较之民法对当事人诉权保护的期限显得有些短；在某些情
况下，如果相对人即使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但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还是难以依法行使诉
权；没有明确是否适用于复议决定等。
鉴于此，《解释》在这一规定的基础上作了适当修改补充，第四十一条规定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
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
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
，I‘‘复议决定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适用前款规定。
”所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应当理解为知道具体行政行为或复议决定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对
相对人的权益有实际影响的内容，而不一定是其全部的内容。
2.相对人不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
关作出了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具体行政行为，或者虽然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但不知道其具体内容的情
形，往往导致相对人因超过起诉期限而无法请求司法救济。
这种情形一般表现为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忽略或遗漏了与该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
的当事人，或者应当送达的当事人而没有送达等，行政机关对此负有失职或过错责任。
因此，对于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或者不知道该行为内容而超过起诉期限的相对人，应当
为其行使诉讼权利提供特别保护。
本解释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
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
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20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5年提起诉
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对本条规定的理解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应当知道”实际上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这种
推理须以有据可查的事实为基础。
相对人只有具备知道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能或条件，并有相应的事实佐证，才可以认定其应当知
道。
（2）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指该具体行政行为形式上或者实质上涉及了该不动产，并改
变了该不动产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行政行为既涉及不动产又涉及其他事项的，相对人只有对不动产
部分主张权利或提出异议才适用本条规定。
（3）本条规定的20年、5年是最长期限，其中包括因不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的诉权保护期间。
3.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公民在人身自由被限制期间，其诉讼权利的行使一方面必然
存在一定客观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因人为的因素而难以行使诉权的可能。
因此，为了保障公民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对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公民提起诉讼，有必要作出特别的
规定。
本解释第四十三条规定：“由于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超过起诉期限的，被耽误的时间不计算在起
诉期间内。
因人自身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不计算在起诉期间内。
”本条规定中的所谓“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起诉人对于起诉超过法
定期限没有过错责任；二是由起诉入主观意志以外的无法克服的原因所致。
以上两个条件应当同时具备。
例如，遇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或战争，起诉人丧失行为能力，因被诉行政机关设置障碍而无法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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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特殊原因耽误起诉的。
在具体执行中，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不同案件的特定情况进行审查，既要注意保护起诉人的诉权权利，
又要防止对“不属于起诉人自身的原因”作扩大解释。
因人身自由受到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的，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起诉期限在起诉人被限制人身自由
之前已经开始计算的，被限制人身自由之前已过的期间应当计算在起诉期间之内；二是解除限制人身
自由后又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两次限制人身自由之间的期间应当累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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