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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行政诉讼法学》内容包括：绪论、总论、起诉与立案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涉外行政诉
讼程序、行政诉讼秩序的保障、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的行政诉讼、参考文献及主要书目索引、后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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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规定第三节 行政诉讼强制执行的主要运行阶段环节第四节 行政诉讼强制执行措施及其适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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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一般分为间接强制和直接强制两种。
（一）间接强制执行间接强制执行是指行政主体通过间接的强制手段达到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具体行
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或者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活动。
间接强制执行分执行罚和代履行两种。
1.执行罚。
执行罚是指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对拒不履行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的行政相对人，科以新的
金钱给付义务，以迫使其履行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执行罚的目的是通过对行政相对人科以新的给付金钱的义务，从而达到促使相对人主动履行的目的。
法律、法规规定的执行罚的方式主要有加处罚款、滞纳金等。
2.代履行。
代履行又称代执行，是指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可以由他人代为履行
并能达到同一目的的义务，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可以自行或者交由他人代为履行并向行政相对人收取履
行费用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代履行避免了执行机关直接凭借国家强制力迫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从而缓解了行政相对人对执行
的抗拒心理，只要行政相对人在代履行过程中不妨碍执行的实施，就可以达到执行的目的。
法律、法规规定的代履行的方式主要有排除妨碍、恢复原状等。
（二）直接强制执行直接强制执行是指行政强制执行机关对拒不履行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义
务的行政相对人施以人身或财产强制力，以达到与相对人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政强制执行措施。
根据直接强制的对象不同，直接强制可分为人身强制和财产强制两种。
前者如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人予以强制传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2条）等
；后者如物价检查机构根据《价格管理条例》的规定，对相对人拒缴非法所得或者拒缴罚款的，按有
关规定通知其开户银行予以划拨等。
四、行政强制执行的程序依法有权实施强制执行的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时必须遵守以下程序
：1.书面告诫。
进行书面告诫是行政强制执行的必经阶段，也是先说服教育后强制执行原则的具体体现。
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实施强制执行前，应当事先督促催告行政相对人履行具体行政行
为所确定的义务。
告诫应为书面形式，并载明下列内容：明确的相对人自行履行义务的合理期限；强制执行方式；涉及
金钱给付的，必须有明确的金额和给付方式；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经过书面告诫，相对人在合理期限内自觉履行义务的，行政机关不再实施强制执行。
2.陈述和申辩。
行政相对人收到书面告诫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对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
相对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
3.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经书面告诫，相对人逾期仍不履行相关义务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行政机关的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相对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行政强制执行的事实和依据；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期限；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
和期限；行政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行政强制执行的决定应当送达相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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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行政诉讼法制是在正当程序框架内依法公正、有效解决行政纠纷，以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监督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的民主法治根基
之一，是人类社会文明及科学发展的组成要素之一。
行政诉讼法学是一门研究行政诉讼法制的应用型基本学科，是高校法律专业核心课程之一。
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20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
入WTO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依法治国方略深入实施，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开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行政诉讼法制与时俱进已有很大的改革完善，行政诉讼法学内容也
在不断丰富深化、更新发展。
为此，四川大学法学院组织行政诉讼法教研同仁及若干院校同行学者撰写了这本《行政诉讼法学》，
以适应21世纪法学高等教育需要。
本书坚持法学理论与法制实践相结合、为法制实践服务的学风，对行政诉讼法制原理及其实践问题进
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阐述和深入、有益的探讨。
与目前已问世的诸多行政诉讼法学著作相比较，具有以下特色：（1）理论探索味浓。
该书开篇就特设专章从各种不同角度全面探讨“行政诉讼法学的学科地位”问题，这在目前国内已有
的行政诉讼法学著述中尚属首例，从以后各章具体内容看都贯彻“双百”方针，进行学术探讨，具有
一定创见，这对于深化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研究有着积极的启迪意义。
（2）实践操作性强。
该书以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为基本依托，围绕着依法诉讼（其中心是依法审判）以确保合法权益与
监督依法行政，设置了一个从一般原理、诉讼进程内容，到诉讼保障机制的体系结构。
这既探讨了行政诉讼法学理论自身的系统性，又着眼于遵循与把握实践中依法进行行政诉讼活动的客
观规律性。
在阐述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度及其实践问题时，该书还对现行法律规定、司法解释内容与立法精神进行
深入浅出的阐明，有的章节还阐述了地方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经验（如协调处理，等等）。
这在目前已有的行政诉讼法学著作中亦属首例，从而使该书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刻性，又有较强的实践
操作性。
（3）社会适应性大。
该书紧扣行政诉讼制度及其实践这一对象，把行政诉讼的历史发展与现实状况、条文规范与法意精髓
有机结合起来，全面系统阐明行政诉讼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对法律专业学生、行政诉
讼的实际参加者和理论工作者，都不愧是一部有价值的教学模本、实践指南和科研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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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诉讼法学》：高等学校法学教学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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