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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8_B4_BA_

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592.htm 近日,北京一中院公开

审理内蒙古一食品公司诉国家粮食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行政答复一案中，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常务副局

长范汉云（正局级）以委托代理人身份出庭应诉，这也是《

行政诉讼法》颁布15年来，中央国家机关高级行政官员首次

出庭应诉。 在中国，被告席似乎一直有某种令人不快的色彩

。这种观念也许跟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我们的诉讼形态有关

。诉讼的发起总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因为儒家的理想总是一

个无讼的社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只要恪守本分，社会

秩序就会和谐美好，哪里有诉讼出现的空间呢？于是，诉讼

本身就受到了主流价值的贬斥，成为可耻之事。当然，这并

不是说任何时候打官司都是不容许的；通常人们会说只有当

受到大冤屈、大欺凌无从通过非讼方式解决时，提起诉讼才

是合理的这时我们可以想象给原告带来如此冤屈的被告是多

么可恨了，那时候的被告席简直就是一个在衙门示众的耻辱

台。 近代以来，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法律与

道德不再像此前那样相互勾连在一起了。社会的变化带来了

大量道德无涉的纠纷。人道观念的传播使得人们对于即便如

马加爵这样的嫌犯也能够更理性地看待。依法行政已经成为

一个举国上下耳熟能详的口号，行政诉讼法的确立带来了越

来越多的政府成为被告的案件。根据前些年的一个统计，在

我国，行政诉讼案件原告的胜诉率已经达到30%以上，成为

法院称颂其独立性的重要符号。 不过，尽管有这样的进展，



现实中的一些情况仍然折射出传统观念的藕断丝连，其中一

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在心理深处还是把通向被告席之路视

为畏途，把被告席看作是一个道德上不光彩的地方。个别时

候，一些媒体也在有意无意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多年前，

某电视台曾报道过四川的一起案件，一造假企业指控省技术

监督局超越职权范围“打假”，法院受理该案，并且一审判

决技术监督局败诉。电视台带着对于造假者的强烈义愤报道

此案，用的标题耐人寻味：“打假者上了被告席”。我们姑

且不说案件本身是非曲直，只说这个标题背后的价值观念，

那就是，被告席总是有过错甚至是有罪恶的人坐的地方；堂

堂技术监督局而且又是执行打假义举，怎么可以成为被告人

呢？该报道引起了人们对那家法院的强烈不满，最终一审结

果被翻盘，法学界不少人认为是一桩新闻超越界限的典型个

案。 下面是十年前一家报纸的报道片断，这篇题为“县长出

庭”的文章表达了对于一位名叫米庆甸的县长的赞赏：米庆

甸离开被告座位，笑容满面地来到旁听群众之中，一只只大

手向他伸了过来。一位老大爷握着他的手边摇边说：“旧社

会是县太爷审状子，如今法官审县长，没想到你真能放下官

架子。”米县长笑着说：“民可告官，这是我国行政诉讼法

的规定，我当县长的不带头守法，那些局长、乡长怎么会愿

意来坐被告席呢？” 从这样的报道中，读者可以得到丰富的

信息，其中很重要的是，这位县长出庭与其说是来当被告的

，不如说是来做表率的。而且看来这个被告席通常对于有官

职者包括那些科级局长乡镇长而言，是来不来两可的。这样

的报道，带给人们更多的恐怕不是喜悦，而是担忧。 170多年

前，托克维尔称赞英国司法，略谓英国法院尽管缺陷多多，



但是，一个优点就使得所有缺点变得不重要，那就是公正。

无论原告地位多么低下，无论他起诉的对象多么豪强，他都

可以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严复更把英国司法的这种“公理

日伸”的品格视为英国得以富强的源头活水。 今天，我们听

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派局级官员出庭应诉，感到欣慰。

与此同时，也衷心地期盼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能够逐

渐变得稀松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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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