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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本乃一课之“本”。虽然高校的教材一般不会称之为“课本”，其分量也没有中小学课本那么重，
但教材建设实为高校的基本建设之一，这大概是多数人都能接受或认可的。无论是教与学，教材都是
不可或缺的。一本好的教材，既是学生的良师益友，亦是教师之善事利器。应该说，这些年来，我国
的高校教材建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举全国之力而编写的“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
为千百万人的成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举全国之力而编写的“统编教材”、“规划教材”无疑具
有权威性。但客观地说，随着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高校的扩招和办学层次的增多，包括法
学专业在内的以往编写的各种“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就日益显露出其弊端或不尽如人意之处
。最为突出的，一是内容过于庞杂。无论是“统编教材”还是“规划教材”，由于过分强调系统性与
全面性，几乎每本教材都是章节越编越长，内容越写越多，不少教材在成书时已逼近百万字，甚至超
过百万字，其结果是既不利于学，也不便于教，还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二是重理论而轻技能。几
乎所有的“统编教材”和“规划教材”都犯了一个通病，即理论知识分量相当重甚至很重，技能训练
却少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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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以最新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以“目标——理沦——案例——练习”为编写
思路，系统地阐述了我国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律制度。同时，《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在每章前安排
了简明案例作为学习各章内容的引子，并穿插了“前沿提示”以了解理论知识的发展趋势，每章后以
图表总结相关重点知识等，有利于学习者有效地落实学习目的，并能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习的实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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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人或者其他组织，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但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
，双方就成为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当事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原告与被告的诉讼法律地位平等，享
有平等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第二，在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并不要求当事人双方
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完全对等或相同，这种诉讼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或不相同恰恰是为了实现行政诉讼双
方当事人地位的平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起诉权，行政机关不但没有这项权利，也没
有反诉权，相反却受到很多限制，如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诉讼期间不得自行向原
告、证人调查取证等；这些限制正是为了平衡双方当事人表达意见的机会，科学地反映了行政诉讼的
特殊要求。第三，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享有参与行政诉讼的机会，并且在作出裁判时应当
同等情况同等对待，对于一切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
、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五）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原则
《行政诉讼法》第8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行政诉讼的权利。对于少数民
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人民法院应当用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审理和发布法律
文书。人民法院应当对不通晓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提供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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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age 6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精彩短评

1、编排体例不错，简明扼要，没有一些教科书中那些没用的空话。案例、法条，提示在重点知识部
分与其他相应知识点联系，有利于融汇贯通，感觉比较好理解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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