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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行政诉讼概述 一、行政诉讼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在我国，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被授

权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定程序向

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

下，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制度。

我国的行政诉讼具有如下特征：1）行政案件由人民法院统一

受理和审理；2）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只限于就行政机关

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发生的争议；3）行政复议不是

行政诉讼的前置阶段或者必经程序；4）行政案件的审理方式

原则上为开庭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由以下五个要件构成：1）

原告是认为行政机关及被授权组织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

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被告是作出被原

告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及被授权

组织；3）原告提起行政诉讼必须是在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法

院受案范围内及属于受诉法院管辖的行政争议；4）原告必须

是在法定期限内起诉；5）法律、法规规定起诉前必须经过行

政复议的，已进行了行政复议：自行选择行政复议的，复议

机关已作出复议决定或者逾期未作出复议决定。二、行政诉

讼法的渊源与立法目的（一）行政诉讼法的概念与渊源 行政

诉讼法是指有关调整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

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所形成的各

种诉讼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简言之，行政诉讼法就是调



整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行政诉讼法有狭义

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行政诉讼法又称形式意义的行政诉讼法

，仅指行政诉讼法典。在我国即指198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广义的行政诉讼法又称实质意义的行

政诉讼法，既包括行政诉讼法典，也包括《民事诉讼法》及

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或者适用于行政诉讼的原则、制度和

一些具体规定等。我国广义即实质意义的行政诉讼法的渊源

主要有：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1989年4月4日由

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

共11章75条，对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受案范围、管辖

、诉讼参加人、证据、起诉和受理、审理和判决、执行、侵

权赔偿责任、涉外行政诉讼等行政诉讼各方面的问题，作出

了比较系统的规定，成为我国广义行政诉讼法的主体部分

。2.单行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诉讼问题的规定 行政诉讼法

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除前款规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

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第37条规定："法律

、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不服再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第38条规定，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等等。因而，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有关行政诉讼的规定

，也属于行政诉讼法的一部分。3.民事诉讼法中可以适用行

政诉讼法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所作的《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司法解释》）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除依

照行政诉讼法和本解释外，可以参照民事诉 讼的有关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的司



法解释 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行政诉讼的实际情况和新

的需要，制定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共98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0年制定

了《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暂行规定》，共9条

。5.国际条约和行政协定中有关行政诉讼的规定 在涉外行政

诉讼中，要适用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和行政协定（我国声明

保留的条款除外）。（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1.保证法

院正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 主要表现是：1）行政诉讼法

主要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审判原则、证据

制度、行政诉讼强制措施、审判依据、两审终审制及审判监

督程序等方面，对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审理行政案件作出了规

定。2）为了防止行政案件久拖不决，行政诉讼法作了一系列

的期限规定，如申请行政复议期限、复议期限、起诉期限、

受理期限、审理期限等，这一系列法定期限之间又是互相衔

接的。2.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主要表现

是：1）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在认为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行政行为侵犯

其合法权益时提供了比较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2）行政诉讼

法第十一条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亦即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受到司法机关保护的范围。这一规定与该法制定之

前的状况相比较，大大扩大了司法机关保护的范围。3）用专

章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侵权赔偿责任，对申请赔偿的程序

、、排斥责任以及赔偿费用的来源等，作了明确规定。4）规

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诉讼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如

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不受理起诉或者驳回起诉，原告对裁定不

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对人民法院作出的



第一审判决不服，可在法定期限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

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具体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

政行为，等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