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行政政诉诉讼讼法法““大大修修””之之后后更更方方便便了了
本本报报律律师师团团成成员员为为您您说说说说““民民告告官官””中中的的那那些些事事

本报记者 苑菲菲

中国有70%的法律法规是行政机关在执行，而有的行政机关在执法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行政程序不合法、行政行为不合法等情况况。公
众维权时，往往会面临不被立案、立案程序繁琐证据收集不足等各种问题。11月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改
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使得这部法律25年后完成首次大修。本期说法，本报律师团成员就其中一些问题来做探讨。

孙某在长岛某村有套房子，案件
第三人赵某的妹夫刘某和孙某签订
了该房屋的买卖协议。后来孙某收到
了刘某2万元房款后，给赵某出具了
购房预付款收据，之后第三人赵某搬
进这房子居住。

三年后，赵某和刘某拿着孙某及
其妻子的身份证、户口本、赵某的身
份证及村委出具的证明材料、涉案房
屋的房产所有权证书等向当地房管
局申请办理产权登记转移，同时提交
的材料还有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申
请书(申请人为赵某)和涉案房产的
买卖契约。契约中卖方是孙某，买方
是赵某，但孙某却表示他没在这份契
约上亲笔签字。

在审查了赵某提交的材料并电
话征询土地管理部门意见后，当地房
管局给赵某发放了该房子的房产证。
孙某知道后，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
赵某的房产证，恢复他房产的权利。

孙某认为，当初他是把房子卖给
刘某而不是赵某，协议上买方也不是

赵某，赵某当时不是村里的村民。赵
某在办房产证时买卖契约上的签字
都是刘某写的，房管部门不应该当做
是有效的。

法院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权属
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权利人申请
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关校验单位
或者相关人的有效证件。代理人申
请登记时，除了向登记机关校验代
理人的有效证件外，还应当向登记
机关提交权利人的书面委托书。该
案中，办理房屋权属登记转移时，
孙某没亲自办理，契约上买卖双方
签字也都是刘某写的，房管部门应
依法验查刘某的有效证件，还应验
收孙某、赵某委托给刘某代理的书
面委托书。

而房管部门没尽到审慎审查职
责，在没有上述书面委托书情况下将
涉案房屋权属转移登记到赵某名下，
属程序违法。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
当地房管局给赵某做出的那份房屋
所有权证书。

处罚过重处罚决定书被撤销 程序不合法，房产证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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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圆桌谈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姜兆良：

不少案件难走法律通道

口头起诉也要注意几个问题

山东信谊律师事务所付磊：

““民民告告官官””以以前前为为啥啥不不好好处处理理

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徐永强：

如何分配举证责任很重要

行政诉讼难不在案件本身

山东同济律师事务所王智光：

姜兆良表示，目前的行政诉讼案
件中牵涉到工伤认定、保险等等问题
的案件在起诉时因为对方有具体的行
政行为，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立案。
而有一些起诉政府部门的行政案件，
常常遭遇立案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行政机关不作为方面。姜兆良举例说，
有市民报警，但派出所那边没有给其
立案，也没有给书面答复说不立案，这
种情况其实就是对方不作为，按照行
政诉讼法的规定，是不允许的。但如果
市民去法院起诉，一般很难被法院立
案。

姜兆良说，在律师们看来，不少

“民告官”的案件都不好处理，能立案
的话还好，可有的案件法院会以不在
受案范围为由不予受理，尤其是一些
比较敏感的“告官”案子，
有法院不受理也不
给书面裁定通知
书，当事人根
本 无 法 再
上 诉 ，法
律 这 个
途 径
就 没
法 走
了。

徐永强说，现行行政诉讼法关
于很多重要问题都没有涉及，比如
关于举证责任，仅规定了起诉行政

行为的，由被告就其合法性负举
证责任。但除了起诉行政行

为，还有起诉不作为、请
求禁止作为、请求给

付 等 等 其 他 诉 讼
类 型 ，在 各 个诉
讼 类 型 当 中 如
何分配举证责
任，都没有作

出规定。再比如，由于行政诉讼双方
当事人的信息不对等，需要法院依
职权调取证据的情形较多，能否委
托当事人借助司法权威进行调查？

徐永强认为，行政案件申诉上访
有增无减，与行政案件的申诉立案机
制和审查终结机制不健全紧密相关。
上下级法院之间、同一法院的裁判结
果反复变动，裁判理由不断变化，既损
害法律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也难以让
当事人服判息诉，反而诱导当事人抱
着侥幸心理不断申诉上访。

付磊表示，行政诉讼法修改后，扩
大了受案范围外，还规定可口头起诉，
这解决了部分案件立案难的问题。付
磊说，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市民想
要起诉行政机关，就要准备相应的材
料。

付磊说，这次口头起诉就可以
立案，的确方便了不少，但是仍然要
注意这几个问题。就是口头起诉的
当事人，也要告诉法院自己具体要

起诉的行政机关的信息，明确自己
的诉讼请求，要告知法院自己起诉
的具体事实和理由，也就是被告行
为上有哪些违法的情况存在，然后
起诉的行政机关要在受案法院的管
辖范围内，这样口头起诉才便于立
案。不过，付磊也认为，行政案件相
比民事案件，因为存在取证难、举证
难、不少证据只被行政机关掌握等
问题，诉讼起来，仍然难度不小。

王智光认为，行政诉讼难，难
点不在于案件的本身，而是如何让法
院按照正常程序，顺利地受理案件。王
智光说，8年前他代理了某地一位老农
民起诉当地镇政府征地补偿纠纷案。
二级法院均不受理，最终他给院领导
发函后，终于引起重视，法院指定了另
一县市区法院管辖审理该案，前后经
过大半年，老农最终胜诉得到了应得
的补偿。

王智光说，他还在去年9月份代理

过一起类似案件，是居民起诉政府房
屋征收补偿纠纷案，基层法院没受理，
到中院起诉，审查了近一个月又被通
知回基层法院立案，然而还是被没有
任何理由地拒绝了。王智光表示，部分
行政机关认为当被告很丢人，而地方
法院也因为承受压力不愿受理一些行
政诉讼案件。这次行政诉讼法首次修
改，规定了受理案件的范围和条件，对
律师执业有了明确依据，相比之前立
案难的问题会有所缓解。

王某是烟台某县市区的人，曾多
次到北京上访，曾被当地公安部门训
诫，训诫书中明确告知部分地方不属
于信访接待场所，去这些场所属于非
正常上访，是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
为，王某也曾因该行为被行政处罚
过。

2013年9月一天，王某在北京非
信访接待场所信访时，被北京当地派
出所查获，并对他做出了训诫书。某
县市区公安局将王某接出后带回当
地处理，在履行了对王某行政处罚前
的告知程序后，对王某做出了拘留10

天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王某不服，向法院起诉某县市区

公安局，认为对方对他的处罚违反法
定程序，是越权执法。请求法院撤销这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安部门答辩称，
王某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
他们是根据法律规定对王某做出的拘
留10天的处罚。且王某经多次训诫和
行政拘留没有悔改，在六个月内再次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应该从重处罚。

法院认为，该案审理的重点就是
对王某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否合
法。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
序规定》中“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
的公安机关管辖”，本案中王某居住
在某县市区，由该县市区公安管辖是
符合法律规定的。

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规定，有扰乱
公共场所秩序行为的处警告或者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
罚款。本案中，公安部门对王某做出
的处罚属于情节较重情形下的处罚，
王某被北京的派出所予以训诫了，证
明王某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
定，烟台当地的公安部门的确是可以
对他做出治安行政处罚。但是从处罚
决定书和查明的事实部分来看，没有
载明王某是在6个月内受到过治安管
理处罚的情况，所以对王某不适用于
加重处罚的情节。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了某县市区
公安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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