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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前言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渊源于1915年创设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突出“英
美法”教学模式和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以其科学的培养目标和鲜明的教学特色，赢得了“南东吴，
北朝阳”的美誉，培养了王宠惠、吴经熊、倪征噢、李浩培、潘汉典、杨铁棵等一大批现当代著名的
法学专家，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一度饮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法学教育家园中的一朵奇葩。从1952年
院系调整起，学院历经风雨，几经坎坷。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学院由“江苏师范学院”易名为“苏
州大学”，同时恢复法学教育，成为全国最早恢复法学教育的院校之一。2000年学院校友王健教授次
子王嘉廉先生慷慨出资捐建苏州大学法学楼，设立奖学金，以推动苏州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和研究
。苏州大学法学院同年更名为王健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海外专项基金参与建设的公办法学院。
　　学院现有法学博士点一个，法学一级硕士学位授予点，同时具有法律专业硕士学位的授予权
。2000年学院获得诉讼法专业的硕士学位授予权，2001年开始招收诉讼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院现有
从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的教师近10名。我们在努力提高诉讼法学教学品质的同时，始终密切关注诉讼
法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开展对诉讼法前沿问题的研究，积极参与中国诉讼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活动。近10年来，我们先后出版了20余部著作，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刑事诉讼、民事诉
讼、行政诉讼、替代型纠纷解决机制及司法改革等方面，在诉讼法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为了
进一步提升我院的诉讼法学教学和研究水准，促进诉讼法学科的发展，并加快我国诉讼法制改革和完
善的步伐，我组织编写这套“苏州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文丛”。本文丛以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为研究
对象，主要分为《民事诉讼原理》、《刑事诉讼原理》、《民事证据原理研究》、《刑事证据原理》
、《民事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民事司法方法论》、《审判机制的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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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讲述了：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渊源于1915年创设的“东吴大学法学院”。
当时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突出“英美法”教学模式和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以其科学的培养目标和鲜明
的教学特色，赢得了“南东吴，北朝阳”的美誉，培养了王宠惠、吴经熊、倪征噢、李浩培、潘汉典
、杨铁棵等一大批现当代著名的法学专家，使东吴大学的法学教育一度饮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法学教
育家园中的一朵奇葩。从1952年院系调整起，学院历经风雨，几经坎坷。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学院
由“江苏师范学院”易名为“苏州大学”，同时恢复法学教育，成为全国最早恢复法学教育的院校之
一。2000年学院校友王健教授次子王嘉廉先生慷慨出资捐建苏州大学法学楼，设立奖学金，以推动苏
州大学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和研究。苏州大学法学院同年更名为王健法学院，成为全国第一个由海外专
项基金参与建设的公办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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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书籍目录

文丛序言1 官民争讼谁诉谁其实并不重要2 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及其处理3 行政公益诉讼：
研究现状与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若干问题4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若干问题探讨5 行政诉讼中应当赋予原告管
辖异议权6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研讨的学术梳理7 行政诉讼中的自由心证制度与证明标准问题探讨8 行政
诉讼中暂时性法律保护制度研究9 行政诉讼证据交换制度及其完善10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妨碍制度探
讨11 行政诉讼中的情况判决研究12 对“对判决书上网制度基础的追问”的追问13 中国行政审判模式的
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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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章节摘录

　　有学者比较详细地研究了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认为行政公益诉讼的产生并非偶然，它是当
代社会根基和结构深刻变动、政治法律思想全面革新的必然产物。首先，行政公益诉讼体现了公民社
会公共性权利的司法保护。公民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程度，反映了一个国
家法治状况和人权发育水平，而公民权利的保障离不开法律作用的发挥。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总是
通过法律来确认和规范的，因而公民权利的主要内容是法律权利，这是由公民权利的性质和法律的性
质决定的，也是权利获得法律保障的必然要求。法律要保障公民权利首先要设立相应的权利制度，即
提供制度根据，包括宪法和普通法律两个层面的根据。但仅仅有制度根据没有制度保障是不够的，实
体权利必须以切实有效的诉讼手段为依托。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受到侵害者都应当享有申请救济的
资格。司法必须成为保护公民的最后一道防线，任何一种权利要获得实在性，必定意味着最终可以获
得司法上的救济。公民所享有的社会公共性权利不应当是停留在纸上的空泛的东西，而应当是具体的
存在，当其受到损害时必须为之提供合法的矫正手段。因此，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社会公共性权利
）除了通过普通法律的普遍性实体赋予外，还要获得可诉性。但由于这类权利往往并没有直接的代表
人和请求人，故必须赋予普通公民为公益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是公民诉讼制度得以确立的法理基础之
一。其次，行政公益诉讼体现了私人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如果私人因公益妨害和私益妨害的划分
而无权就公益妨害起诉，那么，就可能造成公益妨害继续存在和受害人得不到法律救济的不合理现象
。行政公益诉讼产生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它突破了近代以来传统的政治法律理论的框架，将保护公益的
司法大门向普通民众敞开，给私人以司法武器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这样就打破了以往关于权利和权
力以及不同权力之间的划分结构与作用机制。总之，通过创设公益诉讼制度，就可以动用私人力量对
国家公权进行制约，充分发挥公民和团体在保护公益中的作用。①　　有学者认为，行政公益诉讼蕴
含的社会价值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福利国家行政、给付行政的客观要求。第一，行政公益诉讼体现了
现代法制的发展方向；第二，行政公益诉讼体现了法律的御前功能，符合法治经济便宜原则；第三，
行政的公共性决定了必须将公益诉讼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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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正是作者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而对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所作的点
滴思考，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有的属于基础理论问题，如“官民争讼，谁诉谁其实并不
重要”、“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及其处理”等专题；有的属于具体制度问题，如“行政公
益诉讼：研究现状与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若干问题探讨”等专题；有的是
对不同观点的回应，如“对‘对判决书上网制度的追问’的追问”等专题；有的是对域外有关行政诉
讼制度的探讨，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制度基本原则探析”。

Page 6



《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