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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组织管理案例分析 

民政部法制办 吴明 

 

行政诉讼开始后不能自行收集证据 

案情介绍：某社会团体未经登记，擅自设立一个分支机构，并以这个分支机构的名义在社会上

开展活动，与某企业签订协议，形成了债务。某企业对这个分支机构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偿还债

务。法院受理后，认定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让原告将被告变更为某社会团体。

诉论结束后，市民政局认为该社会团体擅自设立分支机构，违反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

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决定对其实施停止活动的行政处

罚。该社会团体提出听证，市民政局认为有法院判决书，可以认定其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决定书下

达后，该社会团体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期间，市民政局又收集了该社会团体以分支机构名义

进行活动的宣传材料、印章等证据，向法院提交。法院认定，行政诉讼已进入程序，行政机关在裁

决后收集的证据无效，不予采信。 

案例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该

社会团体是否具有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违法行为的基本证据是：是否执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

例》第十九条的规定在登记管理机关办理登记，这需要查阅社团登记档案材料，并有查阅结果证

明；还应当有该社会团体以未登记的分支机构在社会上开展活动的证据，如以分支机构名义发的宣

传材料，或者以分支机构名义召开会议的通知等。这些证据材料收集的时间，应当是在行政处罚决

定作出之前，而不能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后再补充证据。因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

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行政决定，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所以，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

行为,贯彻实施的是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即一切行政决定都要在取证结束后作出，而且，应当建立

在充分证据支持的基础上。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

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由被告（即行政机关）倒置举证，是行政诉讼区别于民事诉讼

的特点之一。同时，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还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即行政机关）不得自行

向原告和征人收集证据。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行政诉讼发生的原因，是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行政

决定不服，出现了行政争议。行政决定已作出，说明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已收集完毕。市民政局

收集的该社会团体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的一些证据，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三十

三条规定，所以，不能被法院采信。 

 

 上一篇 下一篇  

 
 

     

中国社会组织网 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主办 版权所有 电话：(010)58123114  
技术支持：紫光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电话：(010)64459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