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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

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套装上下卷)》内容简介：资料全面，《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
版)(套装上下卷)》通过对中国从清末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及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
解释的完整回顾，呈现中国行政诉讼法制度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状况，历史感强，资料丰富，有相当多
的资料属于首次发掘和首次公开。《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套装上下卷)》在写作过程中参考
了两万余篇国内外的文章和著作，资料性非常强。
理论深刻，现有的行政诉讼法理论一般偏向于法条释义，而《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套装上
下卷)》对行政诉讼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全新的构架，尤其是摆脱了长期附属于民事诉讼法的理论缺陷
，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行政诉讼法理论书籍。
实用性强，《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套装上下卷)》从实务工作者的角度出发，相当多的内容
涉及司法实务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解决
方法，是实务界，尤其是行政审判法官和行政执法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具有中国特色，《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套装上下卷)》主要是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角
度进行阐述，在对国外相关制度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的行政诉讼现状，提出解决中国特
色问题的方式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套装上下卷)》具有原创法
和比较法的性质。
权威性强，《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套装上下卷)》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各项司法解释、请示答
复等，进行了几乎无遗漏的阐述。《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套装上下卷)》作者是最高司法机
关的法官，参与了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各项重大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的起草和制定，是中国行
政诉讼制度的直接见证者。作者相当多的观点体现在司法解释中，权威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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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

作者简介

b江必新，男，1956年生，湖北枝江人。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西南
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历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中共
重庆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
组书记、院长等。

    代表性专著有《行政法制的基本类型》，《中国法文化的渊源与流变》等十余部：合著《行政诉讼
法理论与实务》、《国家赔偿问题研究》等四十余部；参与编写教材《行政法学教程》、《行政诉讼
法学》等二十余部：并在《中国法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1999年被中国法学会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9年被评为首批“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

    主要社会兼职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
学会副会长、WTO研究会常务理事。先后被聘为中国政法大学，中南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
师。
    梁凤云，1974年生，山西盂县人，法学博士，现供职于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1993年至1997年就
读于西北政法学院行政法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8年至2001年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行
政法学硕士学位。2001年毕业分配至最高人民法院工作。2003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2006年获行政法学博士学位。
主要论著有：《行政诉讼判决研究》（博士论文）、《行政诉讼判决之选择适用》（人民法院出版
社2007年版）、《行政法学》（司法部律师资格考试指定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合著）、《寻
求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良性循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合著）、《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
发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合著）、《一般行政法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合著）、
《行政诉讼证据案例与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主编）、《行政诉讼证据实证分析》（法
律出版社2007年版，主编）等。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比较法研究》、《人民司法》、
《法律适用》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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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

书籍目录

基础理论编
第一章  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法
第二章  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  行政诉讼的目标模式及其实现
第四章  行政诉讼法律关系
第五章  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
    受案范围编
第六章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概述
第七章  可诉性行政行为
第八章  不可诉行为
    诉讼主体编
第九章  法院
第十章  行政诉讼原告
第十一章  行政诉讼被告
第十二章  行政诉讼第三人
第十三章  诉讼代理人
    诉讼证据编
第十四章  行政诉讼证据概述
第十五章  举证责任
第十六章  证据的提供要求、调取和保全
第十七章  质证
第十八章  认证
    诉讼程序编
第十九章  起诉和受理
第二十章  第一审程序
第二十一章  第二审程序
第二十二章  审判监督程序
第二十三章  对妨害行政诉讼的强制措施
第二十四章  期间、送达和费用
    法律适用编
第二十五章  法律适用基础理论
第二十六章  “依据法律、法规”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十七章  “参照规章  ”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十八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和效力
第二十九章  法律规范冲突的选择适用
第三十章  行政诉讼中的法律解释方法
    行政裁判编
第三十一章  行政诉讼判决概述
第三十二章  形成类判决
第三十三章  给付类判决
第三十四章  确认类判决
第三十五章  裁定
第三十六章  决定
    执行活动编
第三十七章  行政诉讼执行概述
第三十八章  行政诉讼生效裁判的执行
第三十九章  非诉行政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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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索引
法律法规索引
司法解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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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

章节摘录

（3）行政主体不能作为原告。在有些普通法国家，行政机关没有对公民或者组织采取强制措施的权
力，行政管理相对人如果不服从行政机关的决定，行政机关只能通过提起“执行诉讼”的方式使行政
相对人服从其决定。因此，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可以原告资格提起行政诉讼。在我国，有些行政机
关（例如公安、工商、海关、税务、外汇管理、烟草专卖等部门）拥有一定的强制手段。对没有强制
手段的部门作出的行政决定，法律通常规定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行政机关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因此，我国的行政机关没有必要以原告的资格提起行政诉讼。此外，在一些大陆
法系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亦可以原告身份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法院就管辖
权作出裁判。在我国，根据《宪法》和相关组织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之间的管辖权争议并不通过法院
来解决，而是通过上级行政机关来解决。但从现实大量行政合同争议来看，行政主体不能作原告的制
度有其明显的局限性。这个问题有必要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加以解决。（4）法院对行政机关或者自
治组织内部的奖惩、任免、纪律处分等决定一般没有管辖权。有些国家由于没有独立的监察部门，或
者由于行政诉讼主管机构在形式上隶属于行政机关，因此，行政诉讼主管机构对行政处分及任免决定
亦有一定程度的管辖权。还有一些国家认为，上述事项属于行政内部管理的职权，且法院对此事项并
不具有专长，不宜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之中。公职人员如果对行政处分不服，不可向主管行政诉讼的机
构提起行政诉讼。我国行政机关内部设有监察部门，公职人员对行政处分不服，可以向监察部门或者
人事部门提出，故不再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此外，对于职业团体性质的自治组织对组织成员作出纪
律处分等行为，大多数国家的法院也不受理。但是，如果上述行为侵犯了公民的身份权，如开除、除
名时，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5）行政主体的工作人员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在行政诉讼的发轫期，由于受“国王不得为非”、“政府不会有过”、“主权
绝对正确”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或者规定行政诉讼只能由国家公职人员为被告，或者以行政机关和公
职人员为共同被告。这实际上是要求公职人员对其公务行为承担个人责任，其不合理性显而易见。我
国行政诉讼起步较晚，当时主权豁免原则在世界范围内已被否定。因而，我国的行政诉讼以行政主体
为被告。即使是在公职人员故意致人损害或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如果其行为是以行政主体的名义作
出的，也只能以行政主体为被告。但是，行政主体承担赔偿责任之后，行政主体工作人员存在故意或
重大过失的，该行政主体有权责令其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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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任何克服人类自身弱点、缺陷的制度的建构不仅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需要付出较多的
代价。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坚信，一项制度只要它真正有利于实现人类的福祉
，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有利于人类整体价值的实现，它终究会走向成熟和完善，并具有长
久的生命力。　　——江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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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

编辑推荐

《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第2版)(套装上下卷)》2011年第二版，根据新法全新修订，中国行政诉讼法
领域权威读本，全新构架行政诉讼法基础理论，全面阐述司法实务中的重点、难点，全面融合最高人
民法院行政诉讼司法解释。第二版修订情况一、根据法律(例如修订后的《国家赔偿法》)修订的情况
对相关的内容作了修订。二、根据修订后的法规对相关内容作了调整。例如，《工伤保险条例》修订
后取消了复议前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拆迁裁决等。三、根据新颁布的司法
解释和司法文件的规定作了补充和完善。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
的规定》、《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
知》、《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等作了相应补充。四、对个别重复之处删繁
就简，对语义错讹之处进行修正。任何克服人类自身弱点、缺陷的制度的建构不仅需要经历一个艰难
的过程，而且需要付出较多的代价。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更是如此。但是，我们坚信，一项制度只要
它真正有利于实现人类的福祉，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有利于人类整体价值的实现，它终究
会走向成熟和完善，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江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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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

精彩短评

1、书很不错，很喜欢，下次jixv
2、导师一直推荐我读的书，看到打折终于买到了，物美价廉。这本书真的很值得读，受益匪浅。
3、书店里有塑封，所以没看内容，只是看了书名后觉得应该不错，结果实用一看，方觉并不像想的
那样，有点枯燥，对我一个法律工作者而言，也没太大用处
4、老师推荐的巨著，联系实际的很好的书，我相信对将来学习肯定有很大帮助。
5、漏发一套书
6、特别好的书，但是为什么电子版本只有上卷，订购之后就退货了。
7、理论与实务结合的书
8、本书全面、详细、渗透、权威，视角宽广、思维独特。特别很欣赏序言中的一段话：“任何克服
人类弱点、缺陷的制度建构不仅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需要付出较多的代价。......。但是，
我们坚信，一项制度只要它正真有利于实现人类的福祉，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有利于人类
整体价值的实现，它终究会走向成熟和完善，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看到而今能有迸出这样具有人
文关怀话语的学者，让我看到了中国法制得以革新的希望。
9、书中比较详实地介绍了当前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理论结合实际的一本良好的研究
教材。
10、很有价值很实用的一本书，对平日的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只是书的外包装收到的时候已经被弄脏
了，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
11、写的非常好，在行政诉讼领域很权威的一套书，值得一看
12、学习行政法和做行政诉讼的案子的法律人，读之有大收益。
13、江必新院长与梁凤云的作品，很不错，讲的很细致。司考讲义行政诉讼被一带而过，一般的课本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还一起弄个拼盘装讲，行政诉讼作为三大诉讼法之一，一定要出一本专著大讲
特讲才好。这本书内容很详实，与民诉的关系，一会儿参照适用，一会儿是细微的比较区分，域外制
度比较，各种学说观点的介绍，比较都做得很好，推荐。
14、非常好的书！必须珍藏 哈哈哈
15、这是我在亚马孙第二次买书，很不错，符合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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