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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法公证，受害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李世光 于辉) 

      案情：被告高某以田某、王某的房屋作抵押向某农业银行借款30

万元。在向房屋管理部门某市房管局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时，高某出示了

某县公证处出具的田某、王某同意以房屋作抵押为高某借款提供担保的

公证书，房管局为其办理了抵押登记。高某顺利地从银行贷款30万元。

抵押贷款到期后，高某偿还了20万元，尚欠10万元本金及利息未还。

后经银行多次催要，高某先以种种理由拖延还款时间，后下落不明。银

行以高某及抵押人田某、王某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高某偿

还借款本息，田某、王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接到诉状后，田某向法庭

提出答辩称，自己从未以房屋抵押为高某借款向银行提供担保。高某的

姐姐原与田某之子谈恋爱，但已结束恋爱关系，已不来往了，不知高某

是如何将自己及其妻子的房证、身份证等证件弄到手办理的公证。公证

书上签名及指印绝非其签字和捺印，是伪造的。并要求对指印和签字笔

迹进行鉴定。后经法院委托鉴定，公证书上指印和笔迹确非田某本人的

签字、捺印。公证处当时的经办人亦承认，在办理公证时，因是熟人带

来的，所以违反了法定程序，在没有严格审查的情况下，为其出具了公

证书。 

      分歧意见：法院审理后认为，高某采用欺诈手段，违背田某的真实

意思表示，以其房产为自己向银行借款作抵押，其行为侵害了田某的合

法权益，为无效法律行为，该抵押合同亦归于无效，田某对此不承担保

证责任。但对于公证处违规出具了内容虚假的公证文书，应当承担何种

责任，出现了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由当事人向公证机关提请复议或由人民法院向

其发出司法建议，由公证处依法定程序将公证书撤销，由借款人承担违

约或侵权赔偿责任（根据债权人的选择而定）。其理由是，根据司法部

1994年3月2日发布的《关于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的效力的证明》规

定，非经法定的程序不得撤销、变更公证。对公证书不服应当提请复

议。公证文书出现错误，应由当事人提请复议，经法定程序后由公证处

自行撤销。在我国至今还没有可对公证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定。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由被侵权人——银行对公证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同时提出行政赔偿诉讼，要求其撤销公证文书并赔偿损失。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其理由是： 

      公证处是“国家证明机关”——代表国家行使证明权力这一性质，

已表明了其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它与具体行政行为对相对人

产生的影响本质上并无不同，因而可以认为是准行政行为。公证证明行

为被视为行政行为或者说准行政行为是符合法理的，与我国法律规定亦

无冲突。因而公证行为也就是一种可诉的行政行为。其性质与1996年4

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鉴证机关对经济合同鉴证错误给当事人造成

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答复》的精神是一致的。该《答复》规定：

“根据《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鉴证机关没有严

格依法审查合同……致使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失的，受到损失的当事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鉴证机关予以赔偿。鉴证机关应承

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同理，因瑕疵的公证行为损害了相对人

的合法权益，应依据《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承担行政赔偿责

任。 

      具体而言，公证机关由于其工作人员的过错出具了有瑕疵的公证文

书，可由当事人直接对公证机关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让公证处承担侵权

赔偿的行政赔偿责任。在目前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参照与

之相近的法规和司法解释执行。如公证机关承担责任的方式，可参照处

理会计师事务所承担责任的方式。即，公证机关与案件的合同当事人虽

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但其行为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应在一定

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在责任的承担上，应当先由债务人负责清偿，不足

部分，再由公证机关在其证明金额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公证机关承

担责任的范围应以公证处的自有资产为限，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返回】  

 

中国法学会 版权所有 © 2005 京ICP备05072373号 联系方式 
（浏览中国法学会网，建议将显示器的分辨率设为1024*768） 网站制作与维护： 北京长城宏业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