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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我国在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界定行

政诉讼范围的标准有两项：一是具体行政行为标准，二是人身财产权标准。 

    

    实践证明，采用上述方式和标准规定行政诉讼的范围，客观上限制了法院的受案范围，也限制了原

告的诉权，对保障公民、组织正当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行政法治秩序均很不利。我们

认为，完善行政诉讼范围的原则是，将所有国家公权力主体与相对人发生的公法上的争议均纳入行政

诉讼的范围。凡是公权力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履行职责时的作为和不作为行为给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造成不利影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

的，法院应当受理。对于法院不宜受理的特殊行政行为，应当采用列举排除的方式加以规定。同时取

消关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限制，使得所有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均被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从

而保障相对人的各种合法权益。 

    

    首先，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其次，对内部行政行为提供司法救济;再次，加强对其

他公权力主体行为的监督与救济。 

    

    二、明确行政诉讼当事人资格 

    

    关于原告资格问题。行政诉讼法界定的原告资格是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但是，法律没有区分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与有利害关系的人，也没有明确什么样的合法

权益受到侵犯才具有原告资格。我们认为，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关键要看起诉人与被诉行政行为

之间是否存在利害关系，起诉人是否具有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不管这种利益是现实的还是将来的，

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以及法院能否提供适当的救济。 

    

    建议将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修改为"只要公权力主体的行为对相对人受法律保护的利益

造成了不利影响，而法院又能够提供有效的救济，则该相对人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关于被告资格问

题。由于我国行政机关林立，层次复杂，存在大量的内部机构、临时机构、联合执法机构、派出机构

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鉴于此，应贯彻"谁行为，谁做被告"的原则，将行政诉讼的被告界定为"以自己

的名义作出行政行为，又能够独立承担行政责任的主体"。 

    

    三、突破现行制度的束缚，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权 

    



    现行法律对当事人行使起诉权、申请撤诉权、和解权和上诉权都有诸多的限制。实践证明，这些限

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也违背了一定的诉讼规律，必须尽快加以解决。 

    

    首先，关于原告的起诉期限，行政诉讼法规定为3个月，我们建议将起诉期限整体延长为一年，而

且将起算点固定为"原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增加了时效中断的情况。 

    

    其次，解决立案难问题。如果法院对于当事人的起诉既不受理也不以书面裁定方式答复的，当事人

可以向上级法院提起诉讼或者上诉，也可以请求人民检察院支持起诉。 

    

    再次，现行法律规定，原告不享有自由的撤诉申请权，法院对于违反国家公共利益的撤诉可以裁定

不予准许，这种做法实际上限制了原告的撤诉权，也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彻底解决。 

    

    四、改革行政审判体制，确保独立公正审判行政案件 

    

    由于目前我国法院设置体制和法官的选任晋升管理制度充满了地方化和行政化色彩，决定了法院很

难做到独立和公正。因此，必须通过行政诉讼制度改革创出一条司法改革的新路。 

    

    改革的思路可以分为三种： 

    

    比较现实但又不够彻底的方案是：提高行政案件的审级，增加选择管辖和指定管辖的情形，允许原

告选择原被告所在地以外的第三地法院管辖或者通过上级法院的指定管辖，建立交叉管辖制度。同

时，提高法院的审级，凡以政府为被告的，原告有权要求与被告上级政府同级的法院管辖该案。 

    

    相对理想的方案是：在现有行政审判体制基础上，设立最高法院和省高级法院的巡回法庭，旨在发

挥巡回法庭的"特效性"和"及时性"优势，解决当事人诉讼不便、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应当受理的行政案

件、执行机关拖延执行判决和行政机关抗拒执行的案件。 

    

    最理想的方案是：借鉴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 

    

    五、完善行政诉讼类型 

    

    行政诉讼的种类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

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行政诉讼法》只对判决的形式进行了规定，而未规定诉讼的种类，我们主

张将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课予义务诉讼、给付诉讼、确认诉讼、公益诉讼、机关

诉讼、当事人诉讼等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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