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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8_AE_BA_

E4_BC_9A_E8_AE_AE_E8_c122_480346.htm 在政府部门的行政

事务、企事业单位及公司日常的事务中，我们经常遇到《会

议记要》这种形式的公文文体被广泛使用，《会议记要》上

记录了解决和处理了的许多重要事情，在《会议记要》执行

的过程中，也常常产生分歧意见，形成纠纷甚至引发诉讼，

如何界定《会议记要》的法律属性，从司法角度对《会议记

要》的执行而引发的争议，寻求司法解决的途径，成为司法

界关注的焦点和难点。笔者对这个问题作了研究，现发表如

下观点，与同仁商榷。 《会议纪要》适用于记载和传达会议

情况和议定事项，它产生于会议后期或者会后，属纪实性公

文。《会议纪要》是根据会议情况、会议记录和各种会议材

料，经过综合整理而形成的概括性强、凝炼度高的文件，具

有情况通报、执行依据等作用。任何类型的会议都可印发纪

要，尚待决议的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也可以写入纪要。《会

议纪要》是一个具有广泛实用价值的文体，它有纪实性、概

括性、条理性和可执行性的特点。 行政机关的《会议纪要》

是行政机关公文的一种，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文书，也是行政

机关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之一，与同一机关制发的“决

定”、“命令”等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而公司等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团体制发的《会议记要》，虽然涉及了具体的人和

事处理，或者涉及了具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处理问题

，但与行政机关的《会议纪要》在法律属性上存在本质的区

别，它是区分行政法律事务和民事法律事务的关键。 笔者认



为：根据《会议记要》记载事情的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

同主体，可以将《会议记要》的法律属性划分为：决定的法

律属性、协议的法律属性、备忘的法律属性和证明的法律属

性，现分述如下。 一、决定的法律属性 １、行政决定的具体

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在行政部门下发的《会议纪要》记载

的事项中，如果涉及的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的具体问题的

解决事宜，而产生了《会议记要》，只要该《会议记要》的

内容涉及了具体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相关权利问题，相对

人认为该《会议记要》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符合《行政复议法》或《行政诉讼法》关于提起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相关规定的，应当视为该《会议记要》属于具体的

行政行为，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２、行政

决定的抽象行为不具有可诉性。如果《会议记要》决议的内

容涉及的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抽象的行政

行为，不符合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条件的，虽然该《会议

记要》由政府或政府部门作出，仍不具有可诉性，当事人对

这种《会议记要》主体提起行政诉讼的，不符合行政复议或

行政诉讼的条件，人民法院不应当受理。 ３、行政行为涉及

的民事问题具有民事可诉性。《会议记要》是由政府部门或

政府、以及政府以外的公司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作出的

，但研究解决的内容属于包括政府本身的民事权利在内的各

当事人的民事权利问题，虽然《会议记要》对研究的人或者

事作出了处理，并且产生了《会议记要》，但由于对象属于

民事权利范畴，不属于行政职权解决的范畴，政府及政府以

外的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不是适格的行政诉讼

的被诉主体，即不具有行政可诉性，但可以引发劳动争议、



财产关系、人身关系争议等民事诉讼，相对的当事人如果要

提起诉讼的，只能提起民事诉讼。 ４、被诉主体的确定问题

。如果该《会议记要》的产生是由政府主管领导召集的，有

许多行政单位领导参加的，研究的解决的问题也属于一个行

政机关职权范围内之事宜的，应当以该主管的具体行政行为

的部门作为被诉主体，而不应当以下发《会议记要》政府部

门为被诉主体。如果被诉主体不明确的，可以将相关部门全

部列为被诉主体，由法院审理以后根据审理的具体情况进行

判定。 二、协议的法律属性 政府或者政府主管部门召集相关

行政部门、法人公司、企业、自然人等召开座谈会等，研究

、协调解决相邻关系、各方当事人的财产关系或人身关系等

，经研究达成一致意见，并由与会各方共同签字后而下发的

《会议记要》，属于民事协议的性质，受民法和合同法的调

整，当事人任何一方对该《会议记要》不履行或有异议而引

发诉讼的，属于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受理，并按民

事案件依法审理。 三、备忘的法律属性 《会议记要》在大多

数情况下记载的内容，是一些议事的过程，讨论一些解决问

题的原则，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为下一步解决问题开辟渠

道或创造条件。因此，《会议记要》主要以备忘为目的，具

有“立此存照”和“存档备查”的特征。同时《会议记要》

主要在制发纪要的机关内部流转，一般不对全社会发布，作

为制发《会议记要》的相关机关备查，所以，《会议记要》

又具有备忘的法律属性和法律特征。 四、证明的法律属性 所

有的纠纷都涉及了诉讼时效，特别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

事诉讼，都有严格的时效限制，当事人超过了诉讼时效就超

过了司法救济的期限。如果当事人涉及的某件事情曾经过某



个单位会议讨论，并产生了《会议记要》，无论对该问题是

否已经解决，或解决的是否适当，将在法律上可能产生中断

诉讼时效的作用，这就为当事人延长诉讼时效提供了证据，

这种证据将具有延长诉讼时效的可能性。 另外，《会议记要

》作为公文的一种，其证明力和可信度高于其它证据，在证

据效力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会议记要》将起到无可替代的

作用。 总之，在目前立法尚不完善，在人们对于《会议记要

》这种公文的文体运用比较随意的情况下，由《会议记要》

引发的争议在逐步增多，通过各种会议似乎已经解决了问题

，却似乎感到问题没有解决，或者感到解决的不太满意，在

此情况下如何启动司法程序，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解决缺憾

，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了。研究解决《会议记要》

的法律属性，判断《会议记要》的司法救济途径具有现实性

和紧迫性，有助于加强和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更加切实地

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以促使这种公文形式在现实生活中

正确运用。 在当前立法的步伐还赶不上现实需要的情况下，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有赖于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

的方式予以明确，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惑。 （作者：张忠

义，甘肃璞义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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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