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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裁判过程研究》主要根据司法推理的路径，首先分析行政诉讼裁判过程的特性，然后
按照司法三段论的框架结构，依次对行政诉讼裁判过程中的事实认定、规范适用以及如何对行政诉讼
裁判过程体系进行重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章为导论。
导论首先介绍选题背景和意义，对研究的范畴进行界定，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其次，对《行政诉讼裁判过程研究》的结构安排进行论证。
最后，对研究方法和创新与不足加以介绍。
　　第二章“行政诉讼裁判过程的独特性”。
本章重点分析行政诉讼裁判过程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裁判过程的区别。
首先，在宪政背景上，行政诉讼的权力来源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不同，行政诉讼并非法院原生的权
力，法院必须在尊重和控制行政机关决定中取得平衡；其次，在事实认定过程上，行政诉讼是对行政
行为事实认定的审查，而非重新认定，证明标准也有所差异；最后，在规范适用过程上，法官需要处
理规范效力问题，也更依赖体系解释和法官的价值判断。
　　第三章“行政诉讼裁判过程中的事实认定”。
本章聚焦于事实认定的推理过程。
首先，本章认为事实认定的过程同样是演绎推理的过程，其大前提是法官的经验法则，小前提是依靠
证据证明的事实和其他不需要证据而证明的事实。
其次，本章认为事实认定的审查标准是“事实清楚”原则，接着本章论述信息不对称对事实认定的影
响；最后，就经验法则在行政诉讼事实认定中的功能和标准以及如何依靠证据证明事实和直接认定事
实的过程展作详细论述。
　　第四章“行政诉讼裁判过程中的规范适用”。
本章聚焦于规范适用的法律推理过程。
本章对规范适用的推理过程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法律规则明确但对条文的理解存在争议，法官需要
运用各种解释方法进行解释；二是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则，法官需要形成法律感、寻找支持原则并对支
持原则进行竞争与筛选。
然后分别对这两种情形展开论述。
最后，对行政诉讼对于规范适用的审查强度进行论证。
　　第五章“我国行政诉讼裁判过程体系的建构”。
本章主要探讨如何在我国语境下建构行政诉讼的裁判过程体系。
首先，本章认为行政诉讼的现实困境是在司法能动和司法谦抑之间存在张力。
其次，本章认为裁判过程体系建构的目标选择应当以“形式法治”为原则，建立“规则之治”和“过
程之治”。
最后，本章认为体系建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应当建立客观的价值判断标准，在当前中国，行政诉讼
应当以保护相对人权益为首要的价值；二是应当建立类型化的裁判过程体系，根据行政行为对相对人
的效力不同，可以分为负担行政行为诉讼、授益行政行为诉讼、双重效力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诉讼四
类推理模式；三是应当建立开放的过程监督机制，实现法律共同体的充分论辩，对裁判过程进行公开
论证。
　　结语。
通过对行政诉讼裁判过程的描述，笔者认为裁判过程的研究目的，在于使我国法官能够遵循裁判过程
中的自身规律与准则，使裁判结果的可预期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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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传统的民主模式和国家权力结构受到了重大
挑战。
随着城市化的兴起、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
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市场并非万能的，自由市场机制也存在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缺陷：一是自由市场
机制限制了人们在福利事业进步中具有明确的推动力的信仰；二是市场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缺乏联系
；三是伴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越来越大，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却不能确保这种社会
和环境成本在GD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利益中加以冲销。
结果，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一定会提高。
为此，要求国家管理和协调的事务越来越多，而代议机关在管理具体事务方面越来越凸显出其劣势：
一方面，代议机关由选举产生，往往代表了多元社会的不同集团、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利益，难以
用客观、审慎、长远的标准来对社会事务作出决策；另一方面，由于代议机关决定需要投票得出，增
加了大量协调成本，使得代议机关决定往往滞后于社会的发展。
　　在此情况下，行政机关由于专业性、效率性的优势，能够迅速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并
能用专业的要求对社会的发展进行长远的决策。
因此，代议机关在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将许多权力通过立法授予了行政机关，代议机关
权力不断受到压缩，行政权力空前膨胀，行政干预遍及经济与社会的各个领域，许多经济与社会活动
的完成或多或少都依据一定的行政原则并必须通过行政程序。
由此，美国行政学家德怀特·沃尔多甚至提出了“行政国”的概念，用以描述现代国家中以行政权为
中心的国家权力结构状况。
在此背景下，严格规则主义模式亦随之衰落。
其最直接的表现是由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规范的抽象性不断增加。
“这些规范越抽象越具有普遍性，其与事实关系的距离就越远，便更必要透过操作过程，使其能应用
于生活事实”。
在立法机关无法提供足够的法律资源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在规范适用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便大量增加
，否则行政机关无法正确地适用法律进行执法。
因此，行政机关规范适用的裁量权变迁，所反映出的是社会的变迁对于国家公权力彼此之间的“疆域
”的重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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