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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和完善行政救济制度 ——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综述

林华

2012-11-1 9:53:47  来源：法制日报 2012年11月01日

  2012年10月20日至21日，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2年年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

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三百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年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国行政法学

研究会章程》，选举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为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会议同时选举产生了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的副

会长、常务理事和理事。 

  “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是本届行政法学年会的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就行政救济制度的基本理论、行政复议制度和行政诉讼

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讨论，对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行政救济的基本理论 

  行政救济一般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而请求相关机关予以补救的法律制

度。行政救济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制度。当前，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都已提上议事日程，研究行政

救济的基本理论进而为相关法律的修改提供理论支撑也成为本届年会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关于多元化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认为在复议和诉讼的关系上，

需要贯彻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如果当事人对复议裁决不服，可以起诉到法院，由法院最终裁决。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

海棠从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出发，认为不同当事人对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分别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应当按照“受理在先”原

则确定救济途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程琥认为应加强行政纠纷进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渠道之前的救济，可以

设置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申诉等救济渠道，尽量将纠纷化解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前，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制度，在其他救济途径不能有效解决行政争议时，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可以成为解决行政争议的有效渠道，从而实现行

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 

  关于社会矛盾化解与行政救济。国务院参事、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朱维究提出了重塑我国社会矛盾

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即“一点一线四面”的思路:“一点”是以构建协调运作的多元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制度体系为中心点，

“一线”是围绕“社会矛盾的探析→社会矛盾纠纷的产生及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预防”这一主线，“四面”是层层剖析构成多

元解纷制度的四项基本要素——利益诉求渠道、纠纷分流制度、解决纠纷职能分配制度以及解决纠纷制度衔接机制。 

  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 

  一、行政诉讼制度。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行政诉讼法也亟

待进行与时俱进地修改与完善。如何修改行政诉讼法、怎样发展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是本届年会学者们最为关注的话题。 

  关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认为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当主要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是重新界定

行政诉讼标的，有必要将行政行为修订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产生的“行政争议”；二是权利保护范围，应当从当前的人

身权、财产权扩展到劳动权、受教育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公民住宅权、通信自由与通讯秘密权等；三是适当放开可诉



行政行为的范围，适当限制由行政机关终局裁决的行为；四是适当引入规范审查，对于规章以上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应当按照立

法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解决，人民法院对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应当进行审查，审查的方式可以借鉴行政复议

法关于附带审查的规定。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认为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应对相对人受到损害的权益范围进行限定，

应取消人身权、财产权的限制，使之扩大到所有合法权益；在行政行为方面，也不宜以具体或抽象作为受案范围的曜迹恍姓诉讼

也不能局限于行为诉讼，应扩大到行为诉讼和合同诉讼，把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关于行政公益诉讼。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认为从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行政公益诉讼

最好能够有序进行。由于我国的社会组织尚须有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最可行的是由检察机关以及经批准的社会组织担负起这

一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也认为行政公益诉讼首先要解决没有利害关系的或者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原告资格

问题，现阶段可以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由检察机关提起诉讼，二是由法律规定的特定团体提起诉讼。 

  二、行政复议制度。当前我国行政复议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会学者就行政复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出了许多建议。 

  关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成栋认为现行行政复议法的受案范围确定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应当建立

“概括+排除”的确定模式，即法律首先规定行政复议受案范围的原则，符合该原则的案件都属于受案范围，再将不适合行政复

议的案件进行列举排除。 

  关于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高存山指出该制度面临着法理基础有所缺失、职能定位不够清晰、上

下级行政复议委员会之间关系未厘定、委员的构成及选任机制不一以及集中行政复议权后行政相对人选择救济渠道可能缩窄等问

题。同时，他认为行政复议委员会在价值定位上应更加注重追求公平正义，强调其救济功能；在委员构成上应综合考量公共利益

需要和社会公众认同，强调一般委员会人选的专业化。 

  关于行政复议程序。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孙桂真认为我国现行行政复议法在行政复议程序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如案件审

理方式不能适应公开原则的要求，缺乏回避规定，缺乏对复议过程监督的规定，此外行政复议程序与行政诉讼的衔接也存在不

足。为此，她提出应当规范行政复议工作程序，明确规定复议机关必须履行通知义务，回避制度的规定应明确、具体、可行，应

设置简易程序以及应完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程序之间的衔接。 

  三、信访制度。与会学者就如何发展和完善信访等其他救济机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于信访制度的性质与功能。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世涛认为信访制度的监督功能与救济功能并非平行，而有主次之

分。两者之中应以监督功能为主，救济功能具有附带性。 

  关于信访制度的改革。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姬亚平认为应当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做实人大制度，使人大成为

汇聚民意、平衡民利的场所；应发挥行政复议的主渠道作用；应树立司法的权威性，培育司法公信力；应明确信访与复议和诉讼

的分工，逐渐限制信访的受案范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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