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治政府与行政审判>>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法治政府与行政审判>>

13位ISBN编号：9787509319093

10位ISBN编号：7509319099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时间：中国法制

作者：杨临萍

页数：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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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治政府与行政审判>>

内容概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09年11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
会第1476次会议通过，自2010年1月4日起施行。
该司法解释有许多独创性规定：如纯程序性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查阅权诉讼的原告资格和查阅范围，
经批准的内部程序外部化适格被告，统一办理行政许可外部程序内部化的适格被告，基础行政行为审
查标准和证据的区别，新旧法的选择适用，瑕疵痊愈的法律适用和裁判方式，被告逾期举证第三人补
证的处理方式，不予许可案件的审查密度和方式，多因一果的赔偿责任和民行赔偿一并解决，信赖利
益保护原则下的行政补偿诉讼时机、程序和标准以及裁判方式等。

该司法解释之所以有独创性规定，是因为我国行政许可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专为行政许可行为量身定
制的专门法律。
行政许可授益行为与行政处罚负担行为恰为行政行为理论中对应的行为，行政许可一般为三方法律关
系，而行政处罚一般为两方法律关系。
行政诉讼法立法之初以行政处罚为原型，故行政许可法在我国民主法制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依据行政许可法起草制定的行政许可司法解释也必然有许多独到的法治底蕴。

为更好地理解与适用该司法解释，本书除对解释文本予以释义外，专编撰写了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
、行政许可的诉权、胜诉权、补偿权、赔偿权和裁判权。
将起草司法解释过程中引起争议的一百多个焦点问题进行了评析取舍：有的已成为司法解释的组成部
分；有的虽未明示规定，但内涵已被司法解释所吸纳；有的虽未吸纳，但争议的问题为将来行政诉讼
法修改积累了经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解释背后揭示的问题比解释文本本身更有民主意义和法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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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行政许可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一、司法解释起草的背景和主旨
二、司法解释的指导思想
三、司法解释起草调研过程
四、司法解释主要内容
五、司法解释引言要旨
六、行政许可案件的范围
七、查阅权诉讼的原告
八、过程行为的可诉性
九、内部程序外部化的适格被告
十、统一办理许可的适格被告
十一、办理行政许可之法定期限的起算
十二、关联行政行为的连带审查
十三、被告怠于举证及其补救
十四、法律适用从优原则
十五、瑕疵痊愈及其补救
十六、不予许可案件的判决方式
十七、拒绝查阅案件的判决
十八、多因一果的赔偿责任
十九、行政许可补偿诉讼的起诉时机
二十、行政许可补偿标准
二十一、行政许可补偿案件的调解
二十二、司法解释的效力
第二编 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
第三编 行政许可诉权
第四编 行政许可胜诉权
第五编 行政许可补偿权
第六编 行政许可赔偿权
第七编 行政许可裁判权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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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超越职权属于越权无效的法律范畴，故作为被诉行政行为基础的其他行政决定或者文书存在以
下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超
越职权的；（四）其他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
十三、被告怠于举证及其补救第八条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提供证据的，与被诉行政许可行
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第三人对无法提供的证据，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取；人
民法院在当事人无争议，但涉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也可以依职权调取
证据。
第三人提供或者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能够证明行政许可行为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本条规定了被告怠于举证及其补救问题。
《行政证据规定》用三个条文对被告的举证责任和举证期限较之行政诉讼法和《若干解释》作了进一
步的明确规定。
《行政证据规定》第一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
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提供据以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
全部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被告不提供或者无正当事由逾期提供证据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被告因不可抗力或者客观上不能控制的其他正当事由，不能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应当在
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提供证据的书面申请。
人民法院准许延期提供的，被告应当在正当事由消除后十日内提供证据。
逾期提供的，视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相应的证据。
”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对特定的事实提供相关的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若不能提供证据
，将在诉讼中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
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该条是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是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区别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谁主张
，谁举证”原则的核心。
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原告和被告处于不平等地位，他们之间是一种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的产生是基于行政机关的单方面行为。
行政机关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一要有事实根据，二要有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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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治政府与行政审判:行政许可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卷1)》是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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