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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

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法》可以说是从行政诉讼这个窗口透视的行政法。这本书没有多少理论，主要是对这个法
制建设时代中国行政法图景的描绘。它展示了中国行政法治所取得的成就，所遇到的困境，所蕴含的
希望。《行政诉讼法》介绍了行政诉讼制度概论、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司法审查的标准、司法救济
的手段、行政诉讼程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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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

作者简介

何海波：1971年出生于浙江省天台县。大学毕业后，在家乡天台县司法局从事普法工作，兼做律师
。1996-200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方向)，获硕士、博士学位。后供职于国家行政
学院法学部；期间，赴英国杜伦大学(University of Durham)读书，获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7月，调至
清华大学法学院任教。写过论文十余篇，参编教材数种，编著《法治的脚步声：中国行政法大事
记(1978-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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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

书籍目录

江必新序作者自序凡例正文目录图表目录    第一编  行政诉讼制度概论第一章  行政诉讼制度的历程第
二章  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第三章  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    第二编  行政诉讼的受理条件第四章  受案范
围第五章  原告、被告和法院第六章  复议前置、诉讼时效和重复起诉    第三编  司法审查的标准第七章 
行政职权第八章  行政程序第九章  行政证据    第四编  司法救济的手段第十章  临时性救济第十一章  行
政判决第十二章  判决之外的处理方式    第五编  行政诉讼程序第十三章  第一审程序第十四章  二审、
再审与重审第十五章  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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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

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此期间，最高法院发布了多个司法文件，对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作了补充。这些司法文
件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其中一个规定，法院审理
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 （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过程 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后，在一次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工委）召开的会议上，曾任新中国第一任政府法制局局长、时任全国
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的陶希晋，提出了制定“新六法”的主张：“我们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但
我们不能没有自己的法律体系。我觉得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新六法。现在看来，民法、民事诉讼法、刑
法、刑事诉讼法都有了，缺的就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工委主
任的王汉斌非常赞同。 《行政诉讼法》的初稿由“行政立法研究组”负责起草。这个研究组是在陶希
晋的倡议下，于1986年成立，由行政法学者和来自法工委、法制局、法院等实务部门的专家共同组成
。研究组共14人，组长江平，副组长罗豪才、应松年，其余成员有肖峋、高帆、费宗祎、朱维究、姜
明安、张焕光、皮纯协等；龚祥瑞、张尚鷟、王名扬等被聘为顾问。研究组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重大的
行政立法提供“毛坯”，即对我国需要制定的行政法应该包含的大致内容提出一个框架，作为一项建
议提供给立法机关参考。1987年2月，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起草，1988年8月完成《行政诉讼法（试拟
稿）》，提交全国人大法工委。 1988年10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行政诉讼法（
草案）》。当年11月9日，根据常委会的决定，草案在《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广泛征求意见。法工委
共收到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意见130份，公民直接寄送法工委的意见300份。此后，法工委又召开了
四次座谈会，征求部分省市人大、法院、检察院、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法律专家的意见，对草案作了多
处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进行了两次专题研究。经过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定于一年半
后的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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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

编辑推荐

《行政诉讼法》由北京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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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

精彩短评

1、粗略读了一下 很好的教材
2、读过的最好的行政诉讼法教科书~
3、孩子上学用的，好
4、何海波教授特别厉害！质量很好！！！
5、非常实用的一本书，例证很多，对实务极有帮助
6、据说读完这书，行政法就学得蛮不错了的。
7、很实用，书中列举了不少案例，很适合从事行政法实务工作的人阅读。
8、该书最大特色就是最高法院的典型案例加入叙述，其他几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9、中国的行政法研究起步较晚，如果说法学“幼稚”的话，那行政法学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薄弱了。
“中国并不缺少法律教科书，缺少的是有个性的教科书”，这是作者自序中的第一句话，也可以看做
作者为本书所设定的目标。通读全书，让你体会到本书的厚重，体会到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与严谨的
学术作风，书中的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通过提出问题并结合书中密密匝匝的注释展现了答案的开
发性，为读者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提供了路径与指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行政法力作。
10、不错，快递也快，内容还行
11、果然如作者所言，不同寻常的行政法。不枯燥，独立思考的价值。
12、所有法律部门行政法最难学，因为行政法很不成熟，学起来晕头转向，碰到不好的老师，一学年
下来，学完了都不知道学的什么。行政法好老师少，好教材更少。这本书既有理论深度又结合了N多
案例（我所看到的最多案例的法律书籍，当然案例汇编除外），阅读起来很享受。虽然在学校学过行
政法，但读完了本书，觉得才真正学过了行政法。
13、书很好，耳目一新，不读后悔。读了，有启发。挺好，比教科书好看几百倍
14、目前为止，最好的行政法教材之一。作者以其亲身体验，为我们娓娓道来行政法治的真谛。
15、看到他们期待的眼光，怎能不买！此书内容丰富，是近年来关于行政诉讼的独著，而非编著，而
本人向来是不喜欢看编著的，因为那里面常常存在自相矛盾与思维不连贯的现象。
16、海波的好书
17、目前为止读到过的，关于大陆行政诉讼法的，最好的书，没有之一。
18、买了书没看，以后看来也不会看了。
19、这本书确实是经典，文笔也很好的，为了学年论文要好好的研究才行，一定有所帮助的。
20、的确算是有个性的一本专著！也适合实务界收藏！
21、有收获~很不错的书~推荐
22、学行政法的人必看！
23、比田思源的教材厚好多，语言不枯燥，有很多案例帮助理解，比一般的行政法教材好看。
24、从书斋守望的行政诉讼走向实践的开拓者
25、行政小白的我看着还是很好玩的。
26、较中国其他教科书好读、体贴。
27、第一本把行政诉讼法讲明白的书，何老师威武，呵呵。
28、根据何老师的风格，这本书应当和一般的教材有所不同吧！
29、送货速度慢，书脏都姑且不说了，关键是一套两本的书竟然少送了一本。打电话给客服，说让我
从新订购。尼玛，没货让我订什么呀？然后客服说让我等！按照合同法，你们要承担违约责任。尼玛
，他们倒好转过头来让我自己承担。
30、这本书体系完整，内容新颖，非常实用。。
31、不错，是正版的，是一本好书啊。
32、刚拿到书，粗略的翻了一下，内容很新颖，虽然作者的一家之言比较多，但是体例是绝对的常规
。书里还结合了许多案例，帮助读者理解较为抽象和重要的概念。
33、不知这种个性化、实务化的写作方式会否成为教科书的潮流？
34、正在看这本，内容很丰富，条理也很清楚，对行政诉讼法有兴趣的都可以读一下。
35、很不错的一本行政法书，推荐！
36、内容不错，是学习行政诉讼法的好资料，书的质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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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

精彩书评

1、作者曾经在县级司法局工作，最早的学历是浙江政法专科学校，国内著名行政诉讼律师袁裕来力
荐。一本立足于国内法律实践的教科书。没有深奥的理论，有丰富的案例和司法素材。可以作为行政
诉讼的入门书。作者曾经在县级司法局工作，最早的学历是浙江政法专科学校，国内著名行政诉讼律
师袁裕来力荐。一本立足于国内法律实践的教科书。没有深奥的理论，有丰富的案例和司法素材。可
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入门书。
2、中国的行政法研究起步较晚，如果说法学“幼稚”的话，那行政法学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薄弱了。
“中国并不缺少法律教科书，缺少的是有个性的教科书”，这是作者自序中的第一句话，也可以看做
作者为本书所设定的目标。通读全书，让你体会到本书的厚重，体会到作者强烈的问题意识与严谨的
学术作风，书中的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通过提出问题并结合书中密密匝匝的注释展现了答案的开
发性，为读者进一步思考相关问题提供了路径与指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行政法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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