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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我国行政公诉不同于西方国家行政公诉的特点,我国行政公诉既是一种公力救济,又具有典型的监督属性,它始终以

公权力监督为贯穿主线,体现为对行政权的直接监督、有限监督.从公共利益优先权和公力救济有限性的角度界定

行政公诉的范围,将督促行政主体履行职责作为提起行政公诉的前置程序,以节省诉讼成本,提高监督效率.基于检察

机关拥有特别的公权力,检察监督具有明显的司法性、专门性、专业性,以及为了防止行政公诉的恣意,诉讼中应当

以检察机关负举证责任为原则,行政机关仅对其控制的行政信息情报、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害案件涉及的高度专业

性、技术性问题负责举证.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行政公诉   范围   程序   举证责任   

Abstract: 

Keywords: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修回日期修回日期修回日期  网网网网络络络络版版版版发发发发布日期布日期布日期布日期  

DOI: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通通通通讯讯讯讯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参参参参考文考文考文考文献献献献：：：：

本刊中的本刊中的本刊中的本刊中的类类类类似文章似文章似文章似文章

Copyright 2008 by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