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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年是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年份：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的产生从清末算
起已届百年，新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将至“而立”，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已年及“弱冠”。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我和梁凤云君同感有必要对我国行政诉讼的理论和制度进行一次系统的
梳理，有必要对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观察、思考、著述和审判实践进行一次阶段性的小结，从而为行
政诉讼法学研究和行政审判实践提供一本较为系统、全面的参考读物。
　　基于这些想法，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力求做到以下几点：充分运用现有资料，尽可能多介绍一些
域外相关制度和立法例；采用历史研究方法，真实地反映行政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的有关
背景情况；注意介绍每个制度的沿革更替，尤其是充分运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批复，阐述中
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尽可能发掘行政诉讼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力求全面介绍解决问题
的不同观点、方案及其理由；遇有学术论争，既介绍学术界的通说，也介绍我们自己所持的观点。
　　然而，限于水平、能力、资料和繁忙的工作，我们的初衷可能未及完全实现，许多地方虽经再三
修改，仍不尽如人意，更不如己意。
我们恳切希望读者以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它，以建设性的态度帮助我们不断地完善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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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中国行政诉讼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全新的构架，尤其是摆脱了长期附属于民事诉讼法的理
论缺陷。
 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到司法实务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和对比的基础上
，提出相关的解决方法，是实务界尤其是行政审判法官和行政执法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还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各项司法解释、请示答复等等都进行了几乎无遗漏的阐述。
本书作者是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参与了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各项重大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的
起草和制定，是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直接见证者，作者的相当多的观点反映在了司法解释当中，权威
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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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必新，1956年生，湖北枝江人，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现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

    1978年至1984年就读于西南政法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99年至200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获
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
1985年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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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础理论篇　　第一章　行政诉讼和行政诉讼法　　第一节　行政诉讼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数
千年，阶级矛盾构成了社会冲突的主线。
其中，“官”民矛盾成为阶级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封建社会没有也不可能通过设立“官”民平等参与的诉讼制度来缓和和解决社会矛盾。
官尊民卑、官为民师、官为民父、民不与官争等封建糟粕浸淫整个礼法社会。
与古代英国“国王不能为非”的观念一样，“没有‘不是’的官府”亦是中国古代不成文的法则。
官民纠纷主要通过强力压制、暴力屈服、血腥镇压来处理。
官民纠纷无法通过制度内的法定途径疏导分流，导致庶民黔首轻者衙门断指钉足，重则揭竿而起，以
暴易暴，以血偿血。
这说明，定位于尊卑等级的封建社会无法调和阶级矛盾，更无法真正解决官民矛盾。
只有在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近代国家才可能建立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诉讼制度是近代法治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
行政诉讼制度是现代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架构，通过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实现人
民在宪法和行政法上的各项重大权利；行政诉讼制度是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法制统一的重要支撑力量，
通过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确保法律设定的各项目标的切实实现，进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诉
讼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先进制度设计，通过将“官”民矛盾纳入诉讼程序进行处理，厘清纷争
曲委，增进和解信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
　　新中国的《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这是中国现
行的行政诉讼法典，它的颁布和施行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正如王名扬先生所说：“保证行政法的实施最有效的手段是建立行政诉讼，有了行政诉讼制度以后，
行政机关不合法的决定才有可能被法院撤销；行政机关除依法办事以外，没有其他可能。
行政诉讼法是其他行政法的保障，是行政法律中的基本法。
”理解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既要关注到世界各国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共性问题，也要关注到中国行政
诉讼制度的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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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行政诉讼法领域权威读本，全新构架行政诉讼法基础理论，全面阐述司法实务中的重点、难
点，全面融合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司法解释。
　　1.资料全面。
本书通过对中国从清末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及之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完整回
顾，呈现中国行政诉讼法制度在各个阶段的发展状况，历史感强，资料丰富，有相当多的资料属于首
次发掘和首次公开。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两万余篇国内外的文章和著作，资料性非常强。
　　2.理论深刻。
现有的行政诉讼法理论一般偏向于法条释义；而本书对行政诉讼法的基础理论进行了全新的架构，尤
其是摆脱了长期附属于民事诉讼法的理论缺陷，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行政诉讼法理论书籍。
　　3.实用性强。
本书从实务工作者的角度出发，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司法实务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在对相关问题进行
理论阐述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解决方法，是实务界，尤其是行政审判法官和行政执法人员
的重要参考书。
　　4.具有中国特色。
本书主要是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角度进行阐述，在对国外相关制度进行横向比较的基础上，针
对中国的行政诉讼现状，提出解决中国特色问题的方式和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具有原创法和比较法的性质。
　　5.权威性强。
本书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各项司法解释、请示答复等，进行了几乎无遗漏的阐述。
本书作者是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官，参与了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各项重大司法解释、司法政策的
起草和制定，是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直接见证者。
作者的相当多观点体现在司法解释中，权威性较强。
　　任何克服人类自身弱点、缺陷的制度的建构不仅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而且需要付出较多的
代价。
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更是如此。
但是，我们坚信，一项制度只要它真正有利于实现人类的福祉，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有利
于人类整体价值的实现，它终究会走向成熟和完善，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江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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