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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案例教程是《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的配套教材。
作为辅助性工具，它是按照教材的体例编写，从而有助于我们对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的理解。
然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可以保证每章都有相应的案例，但却不能保证每一节也如此；即
使是各章，其所选案例也可能并不平衡，有的章节案例多，有的章节则很少。
这种状况的形成，并非我们在收集案例时不尽心尽力，也不全然是各基本原理应用频率的不同使然，
在某种意义上，它反映的是中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中国法学教育首先的问题在于知识的传授，而非能力的培养。
应当说，这是中国教育，而非仅仅限于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知识固然重要，就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应当具备作为一个医生所应有的专业知识一样，一个法学院的
学生也应当具备作为法律职业者所应掌握的法学专业知识。
但我以为，能力，或者说驾驭把握知识的能力更为重要。
这好有一比：一个高明的厨师和一个拙劣的厨师，他们面前的素材是一样的，无非就是那些禽肉蛋菜
、酱醋油盐。
经拙劣的厨师操刀，难以下咽；而经高明的厨师烹饪，色香味俱全。
造成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驾驭把握素材的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所提供的更多的是素材，至于能力，则不敢言有多高。
惟望读者能从中体味，如果在能力上有所提高，则不枉费了这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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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高教版的核心课程主教材并以此为基本框架编写。
目的是丰富和延伸主教材的内容，为实现教学手段的多样化提供便利。
全书以课程主教材的章节体例为基准，主要由下列项目构成：案情简介——所选案例为真实案例并具
有典型性，对案例内容、审判结果给予必要的剪裁、处理，使其简明扼要。
问题梳理——以案例为原点，对所涉及的基本知识、概念、原理以及案例争点给予讲解和分析。
法理分析——运用法律原理、概念或学说，解释案例涉及的焦点问题，同时传授学生从案例中发现法
律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并掌握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课堂讨论——根据章节内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设置此项。
所选案例应具有典型性和一定的复杂性，以其作为课堂讨论和课下练习之用，目的是加深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和巩固，帮助学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重点提示——针对上述典型案例，以思考题的形式给出重要的和关键的知识点提示、避负、学生分析
时出现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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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原则上讲，只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到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时才具有可诉性，但
人身权、财产权标准也存在例外。
依《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2款的规定，只要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明
确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人身权、财产权以外的其他权益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而提起的诉讼
也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
这就为其他权益被侵犯进入行政诉讼提供了依据。
这些权益可以是政治权利、劳动权、休息权、文化权以及受教育权等。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益。
公民的受教育权往往与人身权、财产权紧密相连。
人身权、财产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行政诉讼法将公民的这两项基本权利纳入受案范围
进行保护。
但是这并不是说公民的其他权利就不重要，不需要法律的保护了。
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的时代，受教育程度决定了一个人的发展。
良好的教育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
受教育权对公民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人身权、财产权一样，也应当受到
行政法律的保障。
实践中，一个具体行政行为可能会涉及公民的多种权利，本案表现尤为明显。
某外国语大学以“发生非法性行为”为由开除王、辛二人的学籍，不但侵犯了其受教育权，而且对两
人的隐私权、名誉权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甚至影响到当事人的身心健康。
两人因此丧失了继续学业的机会，对将来的工作就业、薪酬水平及生活水准都有不小的负面作用。
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没有必要人为的割裂某一行
为对公民各项权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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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配套教学案例分析》辑录的案例，不仅记录着中国的现实，而且揭示着中国
的“问题”，更需要形成中国的经验。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审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配套教学案例分析》的案例就不仅仅是教材的辅
助，它亦有独立存在的价值，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教材内容的检验，是以中国的经验对外
国的体系的检验，从中我们可能逐步发展出真正的中国行政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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