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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应诉工作指导》

内容概要

《行政应诉工作指导》内容简介：时下行政诉讼的理论论述与知识读物已“汗牛充栋”，之所以要在
此时写这样一部书，主要是考虑到，尽管行政诉讼方面的理论研究已日趋成熟，但对于那些真正因其
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行政相对人而言，打一场行政官司、将自己的“
父母官”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仍然是一件讳莫如深、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不用说普通民
众，就是身为国家行政执法者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其执政、执法所必需的行政法、行政诉讼
法，基本上也还处在知之不多或知之不深的水平上，存在着对行政诉讼的畏惧心理，怕当被告，怕败
诉。
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负责人怕当被告的心理障碍主要有二：一是对“被告”一词的误解，觉
得不太好听，甚至把行政诉讼的被告与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混为一谈；二是担心行政诉讼将影响行政
机关的威信。殊不知，行政机关的威信不是神秘天赋的，而是其在现实生活中克尽厥职、严格依法办
事的实际行动在行政相对人心目中的自然印象。
通过分析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心理状态不难发现，行政机关之所以怕行政诉讼，很大程度上还是
因为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本质及运作程序不了解，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相对人是一样的。例如，有行政
机关负责人在法院询问其不出庭应诉的原因时回答说，在法庭上不知道怎么说。这一回答看似敷衍，
却生动地说明了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欠缺行政诉讼的基本知识对我国行政诉讼的开展所带来的直接
的负面效果。
不仅如此，行政机关对行政诉讼的畏惧心理的直接表现，就是对提起诉讼的行政相对人实施违法的报
复，或者借合法形式故意刁难，以使行政相对人“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再也不敢和行政机关“作
对”了。其结果必然是极大地扼杀行政管理相对一方行政诉讼的积极性，人为地为行政诉讼制度在我
国的推广实施制造障碍，阻塞了这一先进的司法制度在我国发挥应有作用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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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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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对行政诉讼的妨害行为第十六章　行政诉讼中的法律第十七章　法院的判决、裁定与决定第十八
章　二审及再审阶段的应诉工作第十九章　行政强制执行的申请与应对第二十章　行政侵权赔偿诉讼
的应诉第二十一章　涉外行政诉讼的应诉第二十二章　处理好复议与诉讼的关系第二十三章　行政诉
讼的送达及费用附录：相关法律法规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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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行政争议的诉讼解决　　第一节　行政争议的现实性　　一、行政争议的概念　　行政
争议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代价。解决行政争议需要有法律的救济手段。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是现代
社会的两种公认的解决行政争议的有效法律方法，二者都以行政争议为处理对象，以解决行政争议、
救济公民权利为直接目的。　　行政争议又称行政纠纷。从行政管理主体的角度理解，行政争议是指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发生的争议；从行政相对人角度看
，则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而发生的争议。行政争议本质上是行
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意见分歧，是行政权的行使与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冲突和纷争。行政争议
经有权管辖的机关受理后即为行政案件。　　从行政管理客体的角度理解，所有的行政争议都不仅仅
是行政争议。当前最突出的行政争议，如征地、拆迁、包括企业改制、复转军人安置、行政垄断等，
根本上是经济问题，甚至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少争议正是由于少数通过正常途径掌握行政权力的腐败
分子，将其本人、亲属及其利益集团的私利及这些私利与其他公民或者组织所代表公共利益或者合法
的个人利益对立起来，从而转化为行政争议的。　　二、行政争议的客观必然性　　1.传统行政管理
体制的余孽　　建国几十年来实行政企合一、政事合一的高度集权化体制，法制的健全与完善不受重
视。由于民主制不健全，为全体国民负责的法律责任机制在设计及实施上都存在问题。行政争议的解
决者没有为普通百姓解决纠纷的外在压力，也不会因为未依法解决纠纷承担外部责任。在民主制不完
善的制度环境下，所有的行政官员包括追逐行政级别的法官，不对选民负责，只对拥有任命权及任命
否决权的上级、同级负责或者妥协，致使解决纠纷的动力不足、能力不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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