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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政诉讼法颁布20年以来，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选择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他们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
伴随着经济与民主法治的进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主要依据和行政机关行政执法重要指南的
行政诉讼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的实践需要。
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工作，我们一方面要准确把握行政诉讼法具体的条文规定
，另一方面也要在理解行政诉讼法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展、充实和完善行政诉讼法和行
政诉讼制度。
　　法谚云：&ldquo;法律是不说话的法官，法官是说话的法律。
&rdquo;在行政诉讼法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有关行政诉讼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和
对于疑难案件的裁判意见应当成为行政执法机关、下级法院以及学者和法律爱好者密切关注的对象。
事实上，行政诉讼法的发展本身就与行政法官的推动密不可分。
由于成文法的局限性、立法的时代背景以及立法技术的原因，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存在漏洞的情况
下，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答复以及案例等多种方式发展了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制度，并通
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尝试着发挥&ldquo;法官造法&rdquo;的功能.但由于各种原因，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
官以及全国各地的行政法官们对通过行政诉讼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所形成的决定性的意见，一直缺
少系统的总结，人们更是很少能看到法官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及不同裁判观点撞击后产生的法治火花。
现有的多种行政诉讼法书籍更多是学者们对法条的注释性的理解。
为了便于行政执法机关和法院准确掌握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的精神，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答复的精神，我们编写了本书，以期作为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的有益指引，构筑老百姓、行政机关
与法官之间统一法律见解的理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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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有的多种行政诉讼法书籍更多是学者们对法条的注释性的理解。
为了便于行政执法机关和法院准确掌握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的精神，了解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
、答复的精神，我们编写了《行政审判与行政执法实务指引》，以期作为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的有益
指引，构筑老百姓、行政机关与法官之间统一法律见解的理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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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程序编行政诉讼程序篇第一章 受案范围第一节 受案范围与立法政策、司法政策的关系问题第二节 可
诉与不可诉的行政行为的界定第三节 关于几个有争议的受案范围问题第二章 管辖第一节 有关管辖分
工的问题第二节 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及管辖权异议第三章 诉讼参加人第一节 如何界定原告资格第二
节 如何定义行政诉讼被告第三节 关于行政主体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问题第四章 起诉与受理第一节 
有关受理的几个问题第二节 关于起诉期限的几个问题第五章 审理与裁判第一节 有关一审诉讼程序的
几个问题第二节 有关行政裁判的几个问题第三节 有关再审程序的几个问题第六章 执行第一节 申请期
限、管辖及申请条件第二节 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及审查标准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及运用篇第一章 行政
诉讼的举证责任规则第一节 举证责任概念和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第二节 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范围第三
节 原告、第三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范围第四节 行政诉讼的举证期限第五节 当事人补充证据第二章 提供
证据的要求第一节 对当事人提供各类证据的要求第二节 对当事人提供特殊证据的要求第三节 提交与
接受证据和庭前证据交换程序第三章 调取和保全证据第一节 调取证据第二节 保全证据第三节 与鉴定
、勘验相关的程序问题第四章 质证第一节 行政诉讼质证模式的选择第二节 庭审质证的范围第三节 质
证程序第四节 证人出庭作证第五节 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出庭接受询问或说明第五章 认定证据规则中
的基本问题第一节 证明要求和认证的基本原则第二节 行政诉讼的证明标准第三节 审查判断证据的方
法第四节 认定证据的方式第六章 有关认定证据关联性及合法性的规则第一节 行政诉讼证据的关联性
规则第二节 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的效力第三节 案卷主义规则第七章 有关认定证据真实性的规则
第一节 行政诉讼最佳证据规则第二节 鉴定结论与电子证据的证明效力第三节 行政诉讼自认规则第四
节 行政诉讼司法认知和推定第五节 排除真实性规则与补强证据规则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篇绪
论第一章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在受理范围上的关系第一节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
衔接第二节 最终裁决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关系第三节 抽象行政行为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关
系第二章 与复议决定有关联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第一节 申请人、复议第三人和利害关系人在诉讼中的
法律地位第二节 被申请人、复议机关在诉讼中的地位第三章 关于不服复议决定诉讼案件的受理问题
第一节 复议受理与诉讼受理的衔接关系第二节 受理与复议有关案件的条件第四章 有关程序方面的几
个问题第一节 关于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第二节 有关合并审理的几个问题第三节 有
关撤诉的几个问题疑难问题篇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中的几个问题行政行为性质的相对性准行政行为
的可诉性及相关制度安排内部行政行为外化和行政行为的成熟性关于海事法院应否受理行政案件的问
题《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法律关系与原告资格的判断关于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2条溯及力问题的探讨行政赔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及
法院的审理规则因强制拆迁造成的财产损失金额无法认定时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问题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民事、行政责任冲突及其解决原则房地产纠
纷处理中行政与民事交叉问题的正当程序拆迁纠纷诉讼的职权法定和正当程序行政处罚的加处罚款在
诉讼期间不应计算拆迁中的强制执行《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的理解与适用关于《一审行政
判决书样式(试行)》的理解与适用实体编合法性审查及行政赔偿篇第一章 对是否存在超越职权问题的
审查第一节 关于超越部门管辖权的问题第二节 关于超越层级管辖权的问题第三节 关于超越地域管辖
职权的问题第四节 关于超越法定事务职权的问题第五节 关于审查是否存在超越职权时应当注意的问
题第二章 对有无违反法定程序问题的审查第一节 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及基本制度第二节 关于审查行
政程序是否合法的依据问题第三节 关于审查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方式及具体内容的问题第三章 
对主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问题的审查第一节 主要证据不足的含义第二节 主要证据不足的表现形式
第四章 对适用法律规范是否正确问题的审查第一节 关于审查依据的问题第二节 关于对具体行政行为
适用的法条的审查第三节 关于审查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规范是否有效的问题第四节 适用法律、
法规错误的含义及表现形式&hellip;&hellip;疑难问题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行政审判与行政执法实务指引>>

章节摘录

　　一、有关与复议决定有利害关系的人均提起诉讼的合并审理问题　　与复议决定有利害关系的人
均提起诉讼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与原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为两人以上的，他们对
行政复议机关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决定不服分别提起诉讼的；二是与原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
系的人，一部分人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另一部分人申请行政复议后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三
是与原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一部分人直接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另一部人申请复议
，行政复议机关拒绝复议或者裁决不予受理，对拒绝复议行为或者不予受理裁决提起诉讼的。
　　在司法实践中，对上述三种情况是否都应合并审理，哪些情况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哪些情况属
于普通的共同诉讼，存在以下两种不同认识：　　第一种意见认为，前两种情况所诉的被诉具体行政
行为系同一个，法院只能维持或者撤销一次，而不能维持或者撤销两次以上，故均属于必要的共同诉
讼。
人民法院发现受理并正在审理的案件中具有前两种情况的，必须将两个诉合并审理，而不宜分案审理.
第三种情况，虽然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同，但原具体行政行为与拒绝复议行为或者不予受理裁决之间
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属于普通的共同诉讼。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合并审理或者分案审理。
　　第二种意见也认为，前两种情况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人民法院发现已受理并正在审理的案件中
具有前两种情况的，必须将两个诉合并审理。
但是，他们认为，第三种情况中的两个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不同，人民法院审查内容亦不同，一个是审
查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另一个是审查拒绝复议行为或者不予受理裁决的合法性。
虽然两个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人民法院审查这两个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判
断其合法性所依据的证据、适用的法律规范等均不同。
把这两个诉合并在一起审理，不但不可能减少法院的工作量，反而会使案件复杂化，审理、判决的难
度加大，有悖于合并审理的目的。
因此说，第三种情况，不具有共同诉讼的特征，人民法院不应将这两个以上的诉合并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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