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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 （以

下简称《暂行规定》 ）从2O15年开始着手,一直到

2O2O年年底发布’历时五年。行政案由工作这几年始终

与笔老相伴’ 已经成为这段岁月里无法磨灭的印记°在

起草《暂行规定》的最初几年里’由于各方对确定案由

基本结构的思略的差并’加之大家对案由规定有着太多

期待’ 因此’初稿一直处于反复椎敲、变动之中’笔者

作为承办人始终陷于苦苦思索的“泥沼’’之中’有时刚

觉得选择的前行方向出现了丝丝曙光’但很快又被新的

情况渔没了摇曳的亮光’需妥重新进行探索°过程虽曲

折艰辛’但终归有热爱在其中。于是在笔者被派往巡回

法庭工作的时候’心里就萌发了写一本关于行政案由的

小书的念头’把白己能想到的都写一写’也算是留给白

己一份纪念°

在写这本小书的时候’各种感触纷至杏来。最初的

一小段时间里’笔者是怀着特别开心和放松的心态去写

的’随着写作的推进’就越写越艰难’时常感觉白己与

1



锁行政案件案由制度解析与适用

行政案由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行政

案由的“真面目”。与此同时’也残忍地发现白己的浅薄

和无能为力’ 内心惶恐不安。在写作过程中,有时候真

想一弃了之’假装写书这件事从来未曾发生过’但这种

想法很快地就被另一个有一点小执着的白己断然否定了。

这本小书系统地介绍了起草《暂行规定》的背景、

讨论研究的过程及难点问题等’并挑选了比较重要或疑

难的案由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希冀能对行政案件案由的

理论和实务工作提供一点参考°透过这次写书经历,笔

者看到了白己前行的方向’探索的道路依旧遥远,需要

一点点地去走’ 同时也更加热爱白己的专业’所以更值

得我们去白强不息°

谨以此篇短文作为小书的序言’请大家对小书多多

批评指正。

全蕾

2O21年6月7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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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案由的性质和功能

-、案由的概念

案由’是人民法院每一个案件都要涉及的元素也是每—

位审判人员经常挂在嘴边的概念’但针对其开展的系统性分析

和研究却不多。人们一般会对新奇｀新鲜的事物充满探索的兴

趣并倾注更多的关注’而对每日习见且熟悉的事物则不会多加

1



孰行政案件案由制度解析与适用

留意’总是以为它不过尔尔’可如果仔细加以思考或认真加以

追问’却会发现它往往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物’案

由就是如此的存在°案由究竟指的是什么、案由的性质是什么

以及案由的功能如何定位等都存在不少争议与困惑。尤其是在

行政诉讼领域’由于行政行为种类多如繁星’涉及的行政管理

领域包罗万象’再加上有的行政行为之间还存在边界模糊之

处,相关行政法理论支持尚显薄弱等’行政案件案由如何设置

一直都是函待破解的难题°

案由,从字面意思上解读是案件由来的含义’是对进人到

诉讼中的案件争议基本情况的高度浓缩与概括°从狭义角度

看’案由体现为案件名称中概况案件主要法律关系或争议焦点

内容的部分;从广义角度看’案由也体现在裁判文书中当事人

基本情况之后、介绍案件来源即“某某因诉某某行政机关某

某行政行为-案’起诉到某某法院’现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

进行了审理……”一般地’我们更多的是在狭义角度上使用

“案由”这一概念。案由缘起于司法实践的实际需要,主要是

为了概括案件名称’区分此案与彼案。人民法院在日常工作中

要受理大量的各类案件’如何准确地表述每一个案件是需要解

决的现实问题。以何种方式概括＿个案件’既能体现该案件的

核心法律关系’又能做到精炼简洁’是需要智慧的°行政案件

案由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骨酪和经脉’也是行政诉讼的“地

图’’。总览行政案件案由目录即可窥见行政诉讼的全貌’可以

看到行政诉讼中受理案件的类型、行政案件涉及的主要争议和

法律关系等,因此其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行政案件案由是指’能够概括行政案件争议焦点、主要法

律关系等与案件最紧密相关｀体现案件核心特征的行政法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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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行政争议中’大多数情况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

行政主体所作行政行为不服’认为其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也有＿些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未依法履行

法定职责’从而使得自身权益受损;还有＿些是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认为在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行政主体未依照约定

履行协议义务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是希冀通过国家司法机关的审判’对行政主体行使职权

的行为判明是否合法’从而以司法权的力量促使行政主体重新

作出合法或合理的行政行为或是就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给其造成

的损失得到合法合理的补偿或赔偿等。大多数行政诉讼都是围

绕着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行为而展开’行政行为成了联结行政

主体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纽带’有的行政行为会赋予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益如行政许可｀行政登记’有的则

会剥夺或减少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益’如行政处罚｀

行政强制等。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有的会使财产权利产生直接的增益或减损’有的

会对人身权利产生不利的限制’而有的会对人格权产生＿定的

影响等。结合行政审判实践形成的规律’行政案件案由始终是

为行政审判而生’亦为行政审判而服务’其展示了行政诉讼案

件中引发行政争议的行政行为种类或名称’提示了案件所涉及

的法律适用领域’显示出了当事人之间产生争议的法律关系’

有的案由还可以概括出当事人的主要诉讼请求°

屯［

案由的法理基础
■■■■■■

-｀

（一）人类将复杂事物予以提炼并集约的本能

人类社会制度的生发是社会生活有序和无序相互作用的产

·3



巍行政案件案由制度解析与适用

物’面对同＿领域中的各种复杂事物’为了更好地识别并处理

它们’人们总是会对事物进行分类’并总结出各类事物的特征

以便于相互区分。在法律思维体系中’更是如此°面对各种案

件和涉及的五花∧门的争议’当案件量达到一定阂值时即产生

了归纳分析的需求’也具备了总结的条件。一个案件的灵魂系

于争议之中’由争议催生了案件’又在案件中将争议予以化

解。案件的标志点大多可以通过对争议进行归纳而得出’此案

与彼案之间的差异也基于争议类型的不同。案由正是人们在长

期审判实践中逐渐总结而出的一个个概念形成的体系’是将不

同种类法律关系的核心要素精炼而成的°

（二）法律关系茂林之中结出的果实

人类本就生活于各种关系之中’亦身处于法律关系的密林

之中’生活与法律时常相互交融。在法律关系的密林内’我们

可以自由地漫步’享受花草的清香’感受微风拂面的美好’但

偶尔也会遭遇沼泽或猛兽’陷于困境之中。此时’我们可以向

司法机关寻求帮助。司法机关面对的是不同种类法律关系中出

现的各种争议’首先需要确定这种争议能否经由自身予以解

决’也就是处理权限问题;然后需要明确该争议属于哪＿类型

的争议｀能够适用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裁判。案由实质上是司法

机关在对各种不同类型法律关系梳理归纳过程中产生的’体现

的是对当事人产生实际影‖向的法律要素’并通过法律概念概括

案件核心争议。案由里很多都是对各类型法律关系的高度浓

缩’是将最能够体现该类法律关系特点的核心要素予以提取’

从而较准确地对各类案件予以定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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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向、万的用适律法）
一
一
一（

对于案件审理工作而言’重心就是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准

确适用法律,从而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选择适用何种

法律规范的前提是对案件争议事项进行定性°可以说’案由是

在审判过程中需要选择法律规范时被自然而然得催生出来的。

案由＿且确定’审理案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等亦可相应地

确定。

案由的功能定位
｜■■■■■■

■■■■■

-、

无论是从案由的起源还是从案由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其

都是立基于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是为了服务于审判人员审理

的每—起案件。因此’案由的“出身’’ 已然决定了它的命运

与使命。

（一）概括案件核心的法律关系

每＿个案件都是由争议｀纠纷弓｜发的’每＿种争议、纠纷

都产生于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之

中’主要是因各方的利益、权利方面没有得到合法公正对待或

妥善处理而弓｜发的5在“法律之网’’较为严密｀稳健的今天’

绝大多数社会关系都已被纳人法律体系之中’有对应的法律规

范予以调整｀规范。案由主要是对法律关系的高度概括’亦是

对社会关系种类的提炼’揭示争议的属性、类别｀特征等’是

对主要争议焦点的凝练描述。如刑事案件案由中的罪名’就体

现了刑事诉讼活动围绕的核心即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民事

案件案由主要是以各方当事人发生争议的法律关系为核心;行

5.



 

 



蕴行政案件案由制度解析与适用

政案件则是以弓｜发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行政行为作为案由。总

之’通过案由我们可以一眼洞穿案件的主要争议’了解争议发

生的法律关系领域’从而选择相对应的法律规范。

（二）表述案件名称’将此案与彼案力口以区分

任何一个事物的出现都是源于实践生活中的现实需要或是

新制度发展的工具性、技术性需求。在社会实践中’当按照现

有的运行规则或利用现有的方法｀手段或工具无法解决问题或

无法使秩序之轮继续顺畅前行时’就需要探索运用新的方法｀

手段或工具。这种新的方法、手段或工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

是实践中的各种因素逐步地推动或凝结而成的。案由实际上是

＿种法律技术工具’借由它可以将一个案件以精炼简明的方式

予以概括,使其在“尝尝众案”中具有了自己的‘‘身份标

签”’独立并区别于其他案件。从整个案件系统来看’案由是

构成案件名称的核心组成部分’有了案由也就为每个案件确定

了名称’从而使得每个案件都有迹可循’无论是归类还是检索

都能较容易地找到对应的案件。审判人员在立案、审理或执行

等各个环节中’也能够自如地按照案由适用规则将每个案件进

行定位’为案件的顺利审理和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能功计统法司的定挥发）
一
一
一（

案由的前两项功能是其基础功能’参与司法统计仅是其附

加功能°近些年来’随着大数据功能的逐渐凸显以及构建法治

政府、推动依法行政的需要’案由的司法统计功能相应地也备

受关注。通过对行政案件案由的检索’可以获知各类行政案件

的发生比率或行政争议发生的重点领域等情况’也可以配合地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