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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主编简介
吕淑琴 黑龙江省五常市人，中共党员，二级高级法官。1969 年毕业于

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从事教育工作，1979 年调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先后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实践》杂志主编、法律业余大学校长、研
究室主任、审判委员会委员。2003 年任副厅级审判员; 其间，曾兼任省法院
机关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辽宁省女法官协会副会长、秘书长等。曾担任
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女法官协会理事、辽宁省妇联执行委
员，同时被多所高等院校聘为兼职教授。1988 年，辽宁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
究会成立时，担任第一届干事会副总干事 (副会长)，1995 年换届时，当选为
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后每次换届一直连任。2008 年，诉讼法学研究会注册
为辽宁省诉讼法学会，成为独立法人实体单位，担任辽宁省诉讼法学会会长
至今。热心法学理论研究，尤其是诉讼法学研究颇有建树，出版或与他人合
著多部法学著作，有多篇论文在国际、国内及省内学术会议上获奖或在国内
重要法制报刊上发表。

辽宁省诉讼法学会简介
辽宁省诉讼法学会 ( 原辽宁省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 是辽宁省法学会

下属学科研究会之一，1988 年 7 月 8 日在沈阳成立; 2008 年 10 月 28 日成功
注册为独立法人实体，实现了华丽转身。目前，学会有副会长 21 人，常务理
事会成员 68 人，理事会成员 171 人。现任会长为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副厅
级审判员、二级高级法官吕淑琴。

辽宁省诉讼法学会由辽宁省从事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学研究的
高等院校及法学研究机构的法学教授、研究员等专家、学者和立法、司法等
实务部门的主要领导、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高级警官、律师及从事司法、
行政工作的人员组成理事会。二十年来，辽宁省诉讼法学会在组织、引导诉
讼法学研究和推动诉讼立法、促进司法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
长为一个团结、奋进、朝气蓬勃的学术团体。

在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面前，辽宁省诉讼法学会将不断践行科学发
展观，创新工作思路，加强对外交流，严格履行 《中国法学会章程》，以崭新
的精神风貌，饱满的工作热情，开启学会建设与发展的新机制，不断增强学
会的自我造血功能，增强自身活力和凝聚力，沿着科学发展和实体化建设之
路去追寻明日的辉煌，为繁荣法学研究、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而努力奋斗。



主编简介

张 弘 辽宁省岫岩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现任辽宁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学会秘书长、
沈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鞍山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等。主要从事宪法、行
政法、行政诉讼法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近些年来共出版 《选择视角中的行政
法》、《行政解释论—作为行政法之适用方法意义探究》等著作 20 余部，发表
《论行政意思表示》、《行政诉讼起诉期限研究》等论文 70 余篇。授课强调教
学相长，并注重讲课效果，热心于以法服务社会，每年代理行政案件十余起。

许福庆 辽宁大学法律系毕业，现任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庭
长，四级高级法官。兼任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辽宁大学
法学院兼职教授等职务，并多次担任辽宁大学法律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
对行政法学研究态度严谨，见解独到，并能与行政审判经验相结合。主编
《行政诉讼疑难问题解答》等 4 部著作，曾发表 《行政行为与民事判决效力冲
突及解决》等 10 余篇文章。多年来，起草了大量的规范辽宁省行政审判工作
的司法文件，并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司法解释的起草修改工作。
2008 年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专家型法官。

程序是法治和恣意而治的分水岭。
———法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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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不断取得
新的进展。但是，诉讼程序方面法律和规范的发展却显得有些滞后。尤其是
在我国公民程序观念淡薄、司法机关追求执法实效而相对忽视程序价值的现
实博弈中，诉讼法发展的步伐显得犹豫而踯躅。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
基本组成部分，它承担着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的重要价值功能，同时具有着
自身十分重要的独立价值，有外国学者把诉讼法称为一个国家法治程度的测
量仪，实非过分之言。因此深入开展对诉讼法的理论与实务研究，加强和完
善诉讼立法，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是关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一
翼，是关乎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的重要保证。中国要保持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
必须在建立一系列法律制度框架的前提下，寻求一套规范的诉讼体系。

尽管现实并不尽如人意，但是，三大诉讼法的发展仍然象涓涓细流，不
断涌动，并渐渐汇聚成一条奔涌的河流。它义无返顾，不断吸纳着历史和世
界诉讼法律思想的精华; 大浪淘沙，摒弃着那些不符合时代发展和现实国情
的偏见，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诉讼法发展的航程中风鼓潮涌，奔流不息。

在推动我国诉讼法发展的合力中，我们看到了一股执着的力量，那就是:
多年来，辽宁省诉讼法学会一直倾力于诉讼法理论的研究与实务探索。尤其
是近年来，他们积极组织全省诉讼法学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共同
围绕三大诉讼司法实践中遇到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有深度、有
力度的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价值，而且，由于它们更
多地来自于司法基层的实践，而显得更加宝贵，更富有实效。案头上这部由
辽宁省诉讼法学界的部分教授、专家及司法实务部门工作者联合攻关，呕心
沥血，在较短的时间内共同完成的学术著作，就是其中的典型的代表。尽管
由于编写时间仓促，书中疏漏或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但是，瑕不掩瑜，辽



宁省诉讼法学会这种勇于开拓、勇于探索、勇于运用集体智慧联合攻关的精
神十分可嘉，值得充分肯定。他们编著的 《诉讼法理论与实务研究丛书》不
失为一套精解实用的好书。它的出版，对于诉讼法教学、科研、司法实务都
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和实用价值，也可作为公民学习法律的普法教材。

我衷心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和司法实务工作者，进一步关注并投
入到诉讼法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使我国的诉讼法律体系不断完备，使公民的诉讼程序意识不断增强，在建立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的历史性工程中，做出我们应有
的努力。

出于对辽宁省诉讼法学会积极探索和努力尝试的衷心支持，并对他们的
研究成果高度认可，特写简短感言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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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 1989 年 4 月 4 日颁布，实施已近二十
年，这部被称为 “民告官”的法律，在新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意义巨大，影响
深远。甚至有人说中国法治发展 30 年最引人注目的一部法律文件，唯 《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当之无愧。这部法律第一次赋予了作为社会个体的
中国老百姓可以享有 “民告官”的权利，行政权自此受到了法治的约束，这
是前所未有的。正如王名扬先生所言: 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新中国立法史上
最辉煌的一页。可以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实施客观上催生了 《行政复议
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促进了我国行
政制度的发展与进步。
《行政诉讼法》的颁行，其直接意义和作用在于: 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正

确、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 有利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有利于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但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发
展和认识水平及立法技术等诸多原因，这部法律有些条款规定得过于原则，
导致在执行中产生了认识和理解上的歧义。同时，《行政诉讼法》在实施过程
中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过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缺乏依据、行政
诉讼证据规定不够具体、行政诉讼无调解制度、审判方式不适应审判需要，
等等。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制定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先后数次对行政
诉讼法及其制度予以完善，最具典型意义的有三部:

1991 年颁布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
意见 (试行)》;

1999 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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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施行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这些司法解释突出了改革开放精神，增加了现代法治元素，体现了加入

WTO的要求，是实现我国行政审判公正与效率的重要措施。它们的颁行对开



创行政审判的新局面，对于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更好地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国家行政法制秩序都产生了重要影
响。至此，行政诉讼审判有了较为充足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制度得以保障
和发展。统计表明，在 1990 年至 2008 年底的 19 年中，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
行政案件 140 余万件，涉及经济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城市规划、企业
改制、土地征收、制裁土地违法行为等诸多方面，在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化
解政府与公民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了配合 《行政诉讼法》的贯彻落实，我们编写了此书。该书以 《行政
诉讼法》的结构体系为顺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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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及其他司法解释的内容，并以它们为法律依据，针对行政诉讼实务中常见的
问题，采取问答形式，进行了简明、通俗、全面的回答与解释。该书不仅对
法官、检察官、国家行政工作人员、律师等学习、运用好 《行政诉讼法》及
司法解释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有助于公民、法人实现“民告官”权利，对
解决好行政诉讼中的难题也很有裨益。

编 者
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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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民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对行政机关

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18 )……………

六、公民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

受案范围吗 ( 19 )…………………………………………………………………………

七、公民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20 )……………

八、公民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

受案范围吗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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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民对除《行政诉讼法》之外的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案件提起诉讼，

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22 )…………………………………………………………

十、当事人不服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所作的申诉裁决提起诉讼，

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 24 )……………………………………………………………

十一、公民对公安机关留置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24 )………

十二、旧法规未规定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处罚和其他处理决定可以向人民法院

起诉，新法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25 )……

十三、公民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向提起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

范围吗 ( 26 )……………………………………………………………………………

十四、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有异议又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

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法院可以作为行政案件受理吗 ( 27 )……

十五、某一行政侵权行为，案发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行政诉讼法》施行后

起诉到法院，法院应否受理 ( 28 )……………………………………………………

十六、行政机关对土地争议的处理决定生效后一方不履行，另一方提起行政诉讼，

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 28 )…………………………………………………………

十七、不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确认经济合同无效及财产损失的处理决定的案件，

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29 )………………………………………………………

十八、不服政府或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对争执房屋的确权行为提起诉讼，属于

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30 )……………………………………………………………

十九、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分立的决定不服提起诉讼，

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31 )………………………………………………………

二十、当事人以卫生行政部门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属于人民法院

受案范围吗 ( 32 )………………………………………………………………………

二十一、因政府调整划转企业国有资产引起的纠纷，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33 )…

二十二、不服计划生育管理部门采取的扣押财物、限制人身自由等强制措施而

提起的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34 )……………………………………

二十三、公民对公安局收容审查决定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 35 )……

二十四、公民对公安机关作出的“少年收容教养”决定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

应当受理 ( 35 )………………………………………………………………………

二十五、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法规没有规定可以起诉，

被处罚的个体工商户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 36 )…………

二十六、如果纳税人仅对税务机关核定的收入额有异议提起行政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否受理 ( 36 )……………………………………………………………

二十七、行政相对人因纳税主体资格问题与税务机关发生的争议，属于人民法院

受案范围吗 ( 37 )……………………………………………………………………

二十八、当事人不服教育行政部门对适龄儿童入学争议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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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的，属于受案范围吗 ( 38 )……………………………………………………

二十九、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介绍信的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

实际影响的，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38 )…………………………………

三十、行政机关根据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实施的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

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 39 )…………………………………………………

三十一、地方人民政府规定可向法院起诉的经济行政案件，法院应当受理吗 ( 40 )……

三十二、因政府行政管理方面的决定引起的房产纠纷，是否由人民法院受理 ( 41 )……

三十三、相对人对征收城市排水设施使用费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 ( 42 )…

三十四、运输公司对县委工交财贸部作出的“免职决定”不服，以县政府为

被告提起诉讼，法院应否受理 ( 42 )………………………………………………

三十五、农民不履行乡政府作出的承担村提留、乡统筹款的书面决定是否属于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43 )……………………………………………………………

三十六、行政诉讼的标的为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所羁束的，

如若起诉属于受案范围吗 ( 44 )……………………………………………………

三十七、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

行政诉讼，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 ( 44 )……………………………………

三十八、国际贸易行政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45 )……………………………

三十九、反倾销行政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46 )………………………………

四十、反补贴行政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 47 )…………………………………

四十一、公民对国防部的命令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

受案范围吗 ( 48 )……………………………………………………………………

四十二、公民对的乡政府发布的《修路通知》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

受案范围吗 ( 49 )……………………………………………………………………

四十三、对监察机关的开除行为不服，属于受案范围吗 ( 50 )……………………………

四十四、公民对行政机关终局裁决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

范围吗 ( 51 )…………………………………………………………………………

四十五、公民对公安、国家安全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授权实施的

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52 )……………………………

四十六、公民对调解行为以及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属于

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55 )…………………………………………………………

四十七、公民对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

受案范围吗 ( 55 )……………………………………………………………………

四十八、公民对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服提起诉讼，

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56 )……………………………………………………

四十九、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服

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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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公民对征用土地、落实私房政策等具体行政行为相互矛盾而引起的

房屋纠纷处理不服提起诉讼，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吗 ( 57 )……………………

五十一、相对人对公安消防机构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

应否受理 ( 57 )………………………………………………………………………

第三章 管辖 ( 59 )………………………………………………………………………………

一、第一审行政案件通常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 ( 59 )……………………………………

二、确认发明专利权的案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 ( 59 )…………………………………

三、不服海关处理的案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 ( 60 )……………………………………

四、不服国务院各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

提起诉讼的案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 ( 61 )…………………………………………

五、如何理解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 ( 62 )……………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行政案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管辖 ( 63 )……………………………

七、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吗 ( 64 )……………………………………………

八、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吗 ( 64 )……………………………………………

九、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吗 ( 64 )………

十、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应由哪个法院管辖 ( 65 )………

十一、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哪个法院管辖 ( 66 )………

十二、当事人对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 ( 包括自治区林业厅) 授权的单位

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提起诉讼，如何确定管辖 ( 67 )…………………………

十三、既被限制人身自由，又被扣押或没收财产的当事人，如何确定法院的

管辖权 ( 68 )……………………………………………………………………………

十四、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哪个法院管辖 ( 69 )…………………………………

十五、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哪个法院 ( 70 )……………

十六、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如何处理 ( 70 )…………………

十七、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有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应如何处理 ( 71 )…………

十八、人民法院之间对管辖权发生争议时，应如何处理 ( 72 )……………………………

十九、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

审判吗? 下级人民法院可否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上级

人民法院审判 ( 72 )……………………………………………………………………

二十、当事人对已经受理案件的法院有权提出管辖异议吗 ( 73 )…………………………

第四章 诉讼参加人 ( 75 )………………………………………………………………………

一、成为行政诉讼原告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 75 )……………………………………………

二、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吗 ( 76 )…………………………

三、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谁有权提起诉讼 ( 77 )……………………

四、在企业法定代表人被行政机关变更或撤换的情况下，原企业法定代表人

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吗 (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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