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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审判理论与实务探索》对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若干理论和实务问题进行了阐释。
《行政审判理论与实务探索》分为七章，依次为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理论及实务、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理论及实务、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理论与实务、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理论与实务、行政不作为案件
理论与实务、行民交叉案件理论与实务及房屋征收、房屋征收补偿案件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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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理论及实务 第一节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界说 一、行政诉讼原告主体
资格的界定 二、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理论诸说 三、我国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发展 四、国外行
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第二节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案件审理现状分析 一、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案件审
理之现状特点 二、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案件审理现状之原因分析 三、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案件
审理之难点 第三节司法实务中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一、复效行政行为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二、行
政处罚情况下“受害人”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三、社会团体的原告主体资格问题 四、举报人的行政
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五、债权人的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 第四节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完善 一、相
关概念的明确 二、一般标准的确立 三、设立公益诉讼制度 四、践行能动司法 第二章行政诉讼受案范
围理论及实务 第一节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理论阐述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概念、性质 二、受案范围
的确定方式和确定原则 三、受案范围的立法模式 四、决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因素 第二节域外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考察 一、英国 二、美国 三、法国 四、德国 五、我国台湾地区 第三节我国行政诉讼受案
范围 一、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历史进程 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三、《若
干解释》规定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四、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完善 第四节司法实务中行政诉讼受
案范围实例 一、内部行政行为 二、刑事司法行为 三、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四、重复处理行为 五、其他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行为 第三章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理论与实
务 第一节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理论阐述 一、司法建议界定 二、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界定 三、行
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的特征、功能及法律效力 四、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域外类
似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制度 一、法国最高院法官的咨询功能 二、英国的检察官咨询功能 三、美国
的行政会议制度 四、日本的专门咨询机关 第三节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的现状 一、当下（以2008年
至2011年为例）上海法院行政审判司法建议制度运行的基本情况与特点 二、上海法院行政审判司法建
议制度运行的成效特色及问题分析 第四节行政审判中的司法建议的完善 一、完善行政审判中的司法
建议的重要意义 二、行政审判中司法建议的完善 第四章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理论与实务 第一节《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司法解释解读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患公开条例》制定的背
景及意义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主要内容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
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制定背景、过程、特点、意义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
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国外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一、美国 二、英
国 三、德国 四、日本 五、韩国 第三节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现状 一、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案件基
本情况 二、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案件特点分析 三、政府信息公开类行政案件审理难点分析 四、政府
信息公开行政争议产生的原因分析 第四节减少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争议的对策建议 一、准确把握政府
信息公开的理论内涵 二、逐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性完善 三、着力构建政府信息公开的沟通互
动环境 四、规范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操作程序 五、现行框架下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审理思路 六、为政
府信息公开申请人引导适当的救济途径 第五章行政不作为案件理论与实务 第一节行政不作为理论阐
述 一、行政不作为概念 二、行政不作为的特征 三、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 四、行政不作为的分类 五
、行政不作为产生的原因 第二节域外行政不作为诉讼制度 一、英国 二、美国 三、法国 四、德国 五、
日本 第三节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审理现状 一、行政不作为案件审理基本情况 二、行政不作为案件的特
点、难点 第四节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审理思路 一、行政不作为案件的起诉期限 二、行政不作为案件的
判决方式 三、行政不作为案件的举证责任 四、行政不作为应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第六章行民交叉案
件理论与实务 第一节行民交叉案件理论阐述 一、行民交叉案件概念 二、行民交叉案件特点 三、行政
、民事交叉案件的类型 第二节行民交叉案件成因分析 一、立法不完善 二、公私法的互相关联 三、现
代社会行政权目益膨胀 四、行政争议定性难、界分难 五、两种诉讼制度的差异性 六、当事人的行为
存在违法竞合 第三节域外经验 一、单轨制司法体制代表国——英国和美国 二、双轨制司法体制代表
国——法国、德国 三、混合裁判体制国家——日本 四、我国台湾地区 五、域外诉讼处理机制对我国
的启示 第四节行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思路 一、行政、民事交叉案件审理现状 二、行政、民事交叉案件
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三、行民交叉案件的审理思路 第七章房屋征收与补偿案件理论与实务 第一节《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主要内容 一、《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立法过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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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主要内容 三、《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亮点解
读 四、《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制定和实施的意义 第二节房屋征收补偿类案件类型 一、
房屋征收补偿类民事案件类型 二、房屋征收补偿类行政案件类型 三、不可诉的不成熟行政行为 第三
节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类案件性质厘定 一、补偿协议是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
 二、补偿协议纠纷应提起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
 第四节房屋征收补偿类行政案件的审理思路 一、征收决定类行政案件的审理思路 二、补偿决定类行
政案件的审理思路 三、非诉执行类行政案件的审理思路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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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其他国家立法的借鉴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信息公开法。
最早可以追溯到l766年瑞典颁布的《瑞典出版自由法》，该法赋予报刊转载公文的自由，使新闻媒介
成为信息公开的主体，首开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先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信息公开逐渐成为行政管理发展的一个新趋势。
芬兰（1951年）、美国（1966年）、挪威（1971年）、法国（1978年）等国纷纷制定信息公开法，保障
公民依法获取政府信息、参与行政管理，极大地促进了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了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第二次高潮。
俄罗斯（1995年）、日本（1999年）、英国（2000年）、南非（2000年）等国纷纷出台了信息公开方面
的法律。
据统计，全世界已有68个国家制定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其中50％是在近十年制定的。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推进信息化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3.政府信息公开法制建设的成果是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制度基础 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
国已有28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公开制度，其中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有80多部。
特别是《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法律，都把
信息公开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
 2003年1月，广州市正式实施我国第一个政府信息公开的专门规章。
其他省、市也陆续出台本地方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15个中央部门、14个省（直辖市）和16个“较大的市”先于国家制定了本部门
、本地区的政府信息公开规定。
上述规定的出台，既为国家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打下坚实的基础，又使人民群众对政府信息的需要得
到不同程度的满足。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各部门、各地方在政府信息公开的适用范围、主管机关、公开范围
、公开时限、申请程序、收费标准、监督保障等方面的规定不尽一致，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全国范
围内的统一开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因此，制定一部全国统一、专门规范政府信息公开活动的行政法规，进一步规范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落实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公开政府信息的规定，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
信息的权利，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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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审判理论与实务探索》由易花萍著。
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是法院审判工作的三项重点，但由于行政审判中一些理
论的不成熟，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等的复杂，行政审判中出现了大量复杂疑难案件，法院在审判过
程中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法律适用的不统一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和权威，因此，有必要厘清行政审判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
题，以指导司法实践，亦有必要对行政审判实例进行深度分析，概括总结类案审判思路，上升为规律
，以充实、完善行政审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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