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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志先主编的《行政证据规则应用》的研究是基于司法审判层面独有的内部观察，在本书写作过
程中，采用了大量的案例，且书中的分析不只限于法律文本规定，而是力求以动态的法律视野和缜密
的推理论证，使理论观点、法律方法和具体对策同行政审判实践有机结合．与法治发展脉络紧密衔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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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我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这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开展行政审判工作时，主
要应当对被告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
这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明显区别。
行政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职责。
法院在开展行政诉讼活动时，应当紧紧围绕合法性审查开展司法审判工作。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其行使国家权力的具体体现，其行为应当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行政机关只有在完成行政程序所要求的各项取证工作之后，方能依法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即“先取证
，后裁决”。
由于行政执法程序发生在行政诉讼程序之前，因此其相应的调取证据、核实证据以及依据相关证据进
行执法的行为应当都已完成。
在这一隋况下，行政机关有义务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提供符合法定证明标准的证据。
换言之，也只有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实施者的行政机关才能够提供相应的事实证据。
因此，《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基本要义是，行政机关需在行政诉讼中运用证据对其所作的
具体行政行为予以证明和论证，以取得人民法院对相关案件事实的基本确信。
若行政机关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所作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则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
《执行行诉法若干解释》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的
细化要求。
《执行行诉法若干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
举证责任”；《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
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
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执行行诉法若干解释》和《行政诉讼证据规定》的上述规定不仅丰富了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
具体内容，而且对举证期限等程序亦作了明确要求，从而更加契合行政诉讼制度的精神内核，符合我
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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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证据规则应用》是一套实践型开放性的学术著作，由上海市三级法院审判经验较为丰富的资深
法官编写。
“丛书”素材虽多取自于上海法院审判之实践，研究视野却不囿于上海之一域；目标虽着眼于服务司
法实践、社会公众之需求，研究内容却不局限于实证之分析，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深度和理论研究成
果价值。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证据规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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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