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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以司法审查为手段、以保护公民权益和制约行政权滥用为己任的一种
法律制度。
中国近代仿效大陆法系国家建立了行政诉讼与普通诉讼并行的二元司法体制，在行政诉讼上经历了从
“行政裁判院”到“平政院”再到“行政法院”的变迁过程。
宋智敏编著的《从行政裁判院到行政法院——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研究》利用政治权力结构这
一观察窗口，以行政审判组织为中心，在宏观上，以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的引入、发展和定型为线索
，分析了不同政治结构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变迁。
在微观上，从理念、制度、运行、历史评价四个层面展开对每一阶段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研究。
《从行政裁判院到行政法院——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研究》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为“行政法治思想传人的中国语境”。
首先，论述了中国传统官民纠纷的解决机制，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却导致了宪政
资源的缺失，平等自由思想的阙如，权利诉求的消解。
其次，论述了西方行政法治理念和制度。
它们是西方人权观念勃兴，分权与制衡思想，法治信仰普遍化在制度上的体现。
最后，论述了西方行政法治理念引人中国，是一个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的过程，一个从制度层面到
价值层面的过程，一个模仿到整合的过程。
第二章为“皇权体制下的行政裁判院”。
首先，论述了清末行政裁判思想的滥觞，主要体现在官制改革中建立行政裁判院的设想、政界与学界
对设置行政裁判院的争议、清末新式法律教育中行政法的开设及清末大量行政法规的制定和颁行等。
其次，论述了行政裁判院的筹设，具体介绍了官制改革中建立行政裁判院的规划，行政裁判院的组成
、职权及相关制度。
最后，在历史评价中得出，行政裁判院的设立体现了激进的现代化取向，背离了基本政治体制的框架
设计，受制于传统行政权力的影响。
第三章为“三权分立下的平政院。
”。
首先，论述了民国初年关于行政审判体制的论争，具体分析了各派代表人物就行政审判权属性、一元
制或二元制及都察院的去留等焦点问题所持的观点。
其次，介绍了平政院建立的法律根据、组织、职权及相关制度。
再次，根据《平政院裁判录》等相关资料，利用现代的分类标准，考察了平政院的审判实践。
最后，在历史评价中认为，平政院的权能设置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思想，平政院的法曹奉行了“精英主
义”原则，平政院的运行体现了现代的诉讼理念，平政院的制度多有模仿的痕迹。
第四章为“五权分治下的行政法院”。
首先，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按照“五权宪法”的制度框架，建立了一整套相对完整的司法组织体系和
审判运行机制。
其次，分析了行政法院制度建立的法律根据、组织、职权和相关制度保障。
再次，根据《行政法院判决汇编》及相关历史资料，运用现代的分类方法，考察了行政法院的审判实
践。
最后，对行政法院制度进行了历史的评价，认为行政法院的组织设置体现了行政诉讼司法化的倾向，
制度设计体现了对国外现代诉讼理念的吸收和借鉴，司法实践发展了行政判例制度。
第五章为“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启示”。
其一，行政诉讼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模式。
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影响行政诉讼制度的变迁。
对比中西方行政诉讼在宪政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探寻新时期行政诉讼在国家权力结构的重新构造。
其二，移植行政诉讼制度的过程，是一个与传统文化的冲突、妥协与平衡的艰难历程。
因此，我们应该理性对待中西文化的冲突，努力实现观念与制度的互动，传统与现代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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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行政诉讼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行政诉讼的目的应定位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行政诉讼
组织的设计应实现独立性与专业性的协调统一，行政审判实践中应逐步确立、发展行政判例制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行政裁判到行政法院>>

作者简介

宋智敏，女，1975年5月生，湖南娄底人，2005年获湘潭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2011年获武汉大学
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现为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
曾在《法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近20篇。
近年来，曾主持和参与湖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科学基金项目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并
先后获得湖南省哲学社科优秀成果奖、中国青年法学论坛优秀论文奖等多项科研奖励。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行政裁判到行政法院>>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行政法治思想传入的中国语境
  第一节  官民纠纷解决的本土资源
    一、官民纠纷解决的传统政治文化
    二、官民纠纷解决的制度设计
    三、官民纠纷解决机制的历史局限
  第二节  西方行政法治的理念与制度
    一、殊途同归的西方行政法治理念
    二、因地制宜的西方行政诉讼制度模式
    三、西方行政诉讼制度的文化基础
  第三节  西方行政裁判思想输入中国
    一、西方行政裁判思想输入的历史机缘
    二、西方行政裁判思想在中国的输入
    三、西方行政裁判思想输入的特点
第二章  皇权体制下的行政裁判院
  第一节  行政裁判思想的滥觞
    一、官制改革中建立行政裁判院的设想
    二、政界与学界对设置行政裁判院的论争
    三、清末新式法律教育中行政法教学的设置
    四、清末大量行政法规的制定和颁布
  第二节  清末行政裁判院的筹设
    一、官制改革中建立行政裁判院的规划
    二、行政裁判院的组成与职权
    三、行政裁判院的相关制度
  第三节  行政裁判院制度的历史评价
    一、表现了激进的近代化取向
    二、背离了基本政治体制的框架设计
    三、受制于传统行政权力的影响
第三章  三权分立下的平政院
  第一节  民国初年行政诉讼体制的论争
    一、争议的缘起：民国大学控告工商总长案
    二、有关行政诉讼体制争论的焦点
    三、争论之意义透析
  第二节  民国北京政府平政院的建立
    一、平政院的法律制颁
    二、平政院的组织与职权
    三、平政院审理的程序法保障
  第三节  平政院的审判实践
    一、平政院办案的总体情况
    二、平政院审理纠弹类案件的实证考察
    三、平政院审理诉讼案件判决类型的实证考察
  第四节  平政院制度的历史评价
    一、平政院的机构和职能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色
    二、平政院的法曹奉行了“精英主义”原则
    三、平政院的运行体现了近代诉讼理念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行政裁判到行政法院>>

    四、平政院的制度多有模仿之痕迹
第四章  五权分治下的行政法院
  第一节  五权分治体制的确立
    一、五权宪法的产生
    二、司法院与行政法院
    三、行政法院与监察权的分离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法院制度的发展
    一、行政法院的法律制颁
    二、行政法院的组成
    三、行政法院审理的程序法保障
  第三节  行政法院的审判实践
    一、行政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及原因分析
    二、行政法院受理案件的类型及其分析
    三、行政法院的受案要件及其分析
    四、行政法院审理情况及其分析
  第四节  行政法院制度的历史评价
    一、行政法院的组织设置体现了行政诉讼司法化倾向
    二、行政法院的制度设计继续推进对国外学说和法例的吸收
    三、行政法院在运行中发展了行政判例制度
第五章  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的启示
  第一节  权力结构与制度模式
    一、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定位
    二、西方行政诉讼在宪政架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促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行政诉讼地位的提升
  第二节  制度移植与文化转型
    一、近代行政诉讼制度变迁中的法律移植
    二、行政诉讼制度移植中所体现的文化冲突
    三、寻求行政诉讼制度移植中文化的现代转型
  第三节  组织重构与制度创新
    一、行政诉讼的目的需定位于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二、行政诉讼组织的设计应利于独立性与专业性的调和统一
    三、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应逐步确立、发展行政判例制度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行政裁判到行政法院>>

章节摘录

版权页：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因拥有辽阔的疆土、丰富的资源、悠久的文化，傲慢地紧闭国门，盲
目而自负地保持自己的“至尊”地位。
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以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一个十分协调的“永
恒不变”的整体。
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历朝统治者推崇综合为治的行政理念，遵循家国本位、公权化的价值取向，奉行
君主专制、集权化的统治方式，并形成了法规完善、影响世界的职官管理制度和官民纠纷解决机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被西方侵略者的坚船利炮轰开了，西方行政法治文化也如潮水般
涌入。
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西方宪政、分权、民主、人权等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伴随着传统法律文化的痛苦
蜕变和知识精英的心灵煎熬，跨越欧美，降临于中国。
 第一节 官民纠纷解决的本土资源 希尔斯说：“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
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
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延续性和统一性。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行政是唯一的国家权力载体。
君主高高在上，掌握全部国家事务的最高统治权，通过分官设职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建立了自上
而下的高度集权的一整套行政机构。
自然，近代西方社会那种分权制衡的民主监督制度，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生存的土壤。
但是，为了保证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保证各级官吏秉公执法，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利用法律制度
监督官吏和解决官民纠纷。
 一、官民纠纷解决的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指中国所特有的、在过去产生、经历了历史
的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在政治生活中有影响的东西，是积淀于中国民众心理层面上的政治价值与习惯
取向，是中国政治物体和政治运作的观念依托。
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以及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共同孕育着中国传统
政治文化。
它对传统官民纠纷的解决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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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行政裁判到行政法院: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变迁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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