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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某与忻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二审行政裁定书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政裁定书

（2019）晋行终70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华某，住山西省五寨县。

委托代理人李某，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许某，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忻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忻州市忻府区长征街21号。

法定代表人郑某，该市市长。

委托代理人白某，该市副秘书长。

委托代理人刘某，山西云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华某因诉忻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强制一案，不服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2行初16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1984年6月15日五寨县人民政府向华某颁发了《小流域承包治理使用证》，该使用证中记载持证人华某，地名吃水沟，面积150亩，治理期限3年，使用年

限10年。2015年12月4日，华某收到林木补偿款14040元。2019年5月9日，华某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于2019年5月30日对华某进行了询问。询问华某其林地是什么时候被损

毁的。华某称，2015年初没有任何人通知的情况下，其林地被损并修建了公路。华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被告忻州市人民政府损毁原告林地的行为违法。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

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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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

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2年。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所提交的证据均不能证实忻州市人民政府对其林地实施了损毁的行为，原告的起诉缺乏事实

根据。另原告称于2015年初就已知道其林地被损毁的事实，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关于起诉期限的规定。

现原告于2019年5月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显然已经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第一款第（一）项、第

（二）项、第三款的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华某的起诉。

华某不服原审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1.撤销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晋02行初16号行政裁定；2.指令山西省大同市人民法院进行审理或者提审。事实和理

由：一、被上诉人是适格的被告，是该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责任主体。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案例（2017）最高法行再101号的精神，上诉人提交的

“国道209线偏关堡子湾至五寨三岔段公路改建工程施工监理招标资格预审公告”等证据可以证明这个项目是跨行政区域项目，并且均位于忻州市境内。即使工程本身是省级工程，但征

收的实施主体仍然是市、县级人民政府，因此土地征收的实施主体、责任主体应为市政府。二、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未过诉讼时效。上诉人诉的是被上诉人强制拆除行为，而不是征收行为

本身。强制拆除行为是事实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政府拆除行为是否构成强拆与是否征收，征收行为是否合法有关，但强制拆除本身是一个新的行政行为，其诉讼时效应当从强制拆

除行为发生之日开始计算。上诉人已在起诉阶段完成了必要的举证责任，可以证明强拆行为的存在，以及发生的时间，上诉人知道的时间，足以证明上诉人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行政行为

发生后，上诉人因刑事案件被限制人身自由，且身患严重疾病，具有合法中断事由，因此诉讼时效应当从中断事由终结之日恢复计算，所以本案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法院将征收行

为、补偿行为和行政强制拆除行为解释为一个行为，依据行政机关向上诉人账户打钱的行为认定上诉人知晓了强拆行为错误。即使政府开始施工发生在2015年，其行为处于持续状态，

诉讼时效也应当从行政行为结束时开始计算。一审法院引用《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错误，根据“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法律原则，本案应适用《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的规定。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忻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被上诉人非本案适格被告。首先，五寨县人民政府实施该项目前依法作出五政征土请字[2015]4号请示文书，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作

出国土资函[2016]79号批复，忻州市人民政府据此作出忻政征土通字[2016]14号《关于国道209线偏关堡子湾至五寨三岔段公路改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的通知》，并将该通知下发至五

寨县人民政府。其次，为确保改建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五寨县人民政府于2015年5月15日成立了五寨县国道209线偏关堡子湾至五寨三岔段公路改建工程领导组。最后，依据华某申请

五寨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一案中五寨县人民政府所作答复，华某所在的三岔镇深沟子村是在接到领导组和刘台办事处的通知后，对具体的征收公告、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标准、征

地补偿和青苗补偿明细表进行了公示，该文件可以表明华某所称其林地被毁损事宜的具体实施单位为五寨县人民政府。被上诉人并非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主体，非本案适格被告。二、本

案的诉讼时效已过。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于2019年5月30日对华某进行了询问，询问华某其林地是什么时候被损毁的，华某称2015年初在没有任何人通知的情况下，其林

地被损毁并修建了公路。华某2015年初就已知道其林地被损毁的事实，其于2019年5月9日向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

诉，维持原裁定。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提起诉讼应当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华某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忻州市人民政府损毁其林地的行为违法，但

其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忻州市人民政府损毁其林地的事实。相反，忻州市人民政府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其不是本案的征地实施主体，不具备损毁涉案林地的动因。据此，华某提起

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不符合法定的起诉条件。原审裁定结果正确，华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

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李克恭

审判员   魏佩芬

审判员   刘　群

 

二○二○年三月十八日

书记员   王　静

 

 

公 告

一、本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由相关法院录入和审核，并依据法律与审判公开的原则予以公开。若有关当事人对相关信息内容有异议的，可向公布法院书面申请更正或者下镜。

二、本裁判文书库提供的信息仅供查询人参考，内容以正式文本为准。非法使用裁判文书库信息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由非法使用人承担法律责任。

三、本裁判文书库信息查询免费，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利用本裁判文书库信息牟取非法利益。

四、未经允许，任何商业性网站不得建立本裁判文书库的镜像（包括全部和局部镜像）。

五、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相关法院依法定程序撤回在本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的，其余网站有义务免费及时撤回相应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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