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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面对的困境

随着十八大的召开袁服务型政府这一理念在行政法学界产生了极
大的影响遥 近年来袁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需求与大城市人多地少的困
境之间矛盾的加深袁拆迁等设计土地的行政行为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
行政案件袁但是在这些事件的背后袁我们看到的不是行政复议有所作
为袁而是信访难的呼声越来越高遥然而行政复议改革进行了十多年袁学
界对于野大信访尧小复议冶淤的行政救济格局却如此凸显袁除了一些贪污
腐败等政治因素外袁 行政复议自身的制度因素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遥
员.员 行政复议的定性影响其救济效力

通说认为袁 行政复议是指行政复议机关依行政相对人的申请袁对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尧合理性审查袁而后作出复
议决定的这样一种法律制度遥于以往的实践表明袁行政复议作为一种行
政机关内部的纠错制度袁其更重要的作用体现为内部监督遥 然而近年
来袁对于行政复议性质的论证袁在学界内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袁特别是在
实践领域遥 大多数实践领域的学者认为袁行政复议的司法属性在起草
行政复议法时被刻意淡化袁使得行政复议机关缺乏办案的法定程序和
规范袁而这在实践中阻碍了行政复议制度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盂遥
员.圆 行政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与统一性

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纠纷救济的一项主要途径袁要求行政复议机关
极强的专业水平袁以实现在复议阶段定纷止争袁减少司法资源等过多
救济资源的浪费遥然而袁就我国目前的行政复议实践工作来看袁行政复
议机关除政府法制办外袁一些特殊的行政单位如公安机关袁都有自己
的行政复议机构遥与此同时袁我国的这种行政复议机构布局袁显得些许
零散袁各个复议机关的复议工作机构隶属于各级的人民政府及其部分
职能部门袁作为一个附属的内部行政机构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民众
心理产生了野官官相护冶等观念的产生遥 另外袁这样的机构布局显然缺
乏了政体性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行政复议工作的有率进行袁不利于
行政法高效便民理念的实现遥
员.猿 行政复议特性造成的困境

众所周知袁与行政诉讼相比较而言袁行政复议的范围更广袁且不需
要行政相对人承担办案费用遥 盂因此袁一般看来袁行政复议较之行政复
议袁能够更加有效快捷的处理行政纠纷案件袁行政复议理所应当成为
行政纠纷解决的首选和主要途径遥 在行政争议救济途径的设计之初袁
行政救济体系追寻的是野大复议尧中诉讼尧小信访冶理念袁也符合这三个
途径在理论上的特点尧功能及地位遥

然而袁行政复议经过了多年实践袁大部分百姓却选择诉讼和甚至
直接上访袁这偏离了行政复议制度的设立目的遥在一定程度上袁这也是
行政复议自身的特性使然遥 例如在实践中袁一些行政复议机构没有很
好的履行期职能袁因为根据叶行政复议法曳的相关规定袁行政复议决定
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袁复议机关将成为被告遥 榆因此袁有些行政复议
机构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袁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袁这在客观上影响了行
政复议功能的实现遥
圆 当前的行政复议改革措施

圆.员 建立行政复议委员会
通过对近几年行政复议改革理论相关文献的阅读袁以及到石景山

法制办实地调研走访袁当前我国行政复议改革措施主要体现为行政复
议委员会的建立袁以及对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的研究遥
圆.员.员 石景山区自发设立行政复议委员会

在实地调研中我们了解到袁除北京外袁黑龙江尧山东等部分地区已
经都在国务院法制办的指导监督下进行了行政复议改革试点工作袁已
经初步建立了行政复议委员会遥北京市石景山区法制办自发的加入到
了此次试点工作中袁并在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监督指导下进行此
次改革实践遥

石景山区的行政复议委员会采用的案件审理方式是公开审理制
度和合议制审理制度曰委员会成员分为常任委员渊各个行政机关的主
管领导冤和非常任委员渊大学教授尧律师等冤遥
圆.员.圆 具体审理方案

此次行政复议改革摒弃了以往的单一行政复议机关审理行政案
件袁而是采用行政复议委员会审理的新模式遥行政相对人可以根据叶石
景山区行政复议委员会尧石景山区政府法律顾问名单目录曳袁从中选择
一名非常任委员或政府法律顾问袁 与行政复议机构制定的一名专家袁
及法制办的一名工作人员袁组成三人审案小组袁对受理的案件进行公
开审理遥公开审理结束前袁审理小组主持对当事人有意愿调解的案件袁
主持调解遥调解不成的依法进行合议袁小组三人再分别填写审理意见遥
最后区政府法制办根据审理意见袁起草叶复议决定书曳袁报批主管副区
长袁经批准后送达当事人遥

另一创新点体现在袁在案件审理后袁加入了专家点评环节袁由参加
案件审理的专家分析案情袁 并结合案件讲述相关法律规定和理念袁有
助于相关实践工作人员的理论深化袁以及对行政相对人及其他人员的
普法教育袁促进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遥
圆.员.猿 试点实践效果

首先袁行政复议委员会的成立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石景山区法制
办的人手不足问题遥 法制办工作人员人数是根据政府人员编制规定
的袁通过调研我们了解到袁在以往的该区复议工作中袁一人要负责多个
案件袁然而由于案件的复杂性尧复议程序时间短等因素袁复议机构的工
作人员工作压力很大袁不利于每个案件都能尽其所能遥 行政复议委员
会云集了行政复议工作中的精英人群袁且人员充裕遥 在处理行政复议
案件时袁能够组成三人审理小组袁充分有效的对每个案件进行分析审
理袁有助于复议工作的进行袁和行政纠纷的实质性解决遥

另外袁从案件统计情况来看袁行政复议案件逐年增加渊2008 年 12
件袁2009 年 18 件袁2010 年 20 件冤袁 虞而从行政复议到行政诉讼的案件
数却逐渐减少遥 这表明袁更多的行政相对人开始选择行政复议这一行
政救济途径袁并且行政复议有效的发挥了其作为化解行政纠纷的主要
渠道的作用遥其原因主要为以下两点院第一袁行政复议委员会的组成人
员增强了行政复议的权威性袁 吸引了行政相对人并得到了足够的信
任曰第二袁行政复议委员会采用的公开审理制度和合议制袁在一定程度
上效仿行政诉讼的审理模式袁立足于公开尧公平尧公正的审理案件袁充
分保证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遥

当然袁从最终效果来看袁这一行政复议模式在保证行政相对人合
法权益的同时袁有效的节约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袁即实现了行政争
议的实质性解决袁又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工作理念遥
圆.圆 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的实践困境
圆.圆.员 实现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的目的

新时期的行政复议改革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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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袁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是对行政复议委员
会的进一步完善遥 理想化的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的实现模式袁是
各个相对复议机关受理复议案件后袁转交所在区政府法制办袁再统一
由行政复议委员会根据上述模式审理遥

其优点在于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尧解决人员不足的问题袁解决人力尧
物力不足的问题遥可以说袁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的实现袁是保障行
政复议委员会工作得以实现的重要一步遥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的
确立袁有助于促进形成统一的行政复议体系袁以此解决上文所述的行
政复议机构缺乏独立性和统一性这一问题遥
圆.圆.圆 实践中的困境

从区政府法制办工作的角度出发袁实现相对集中复议审理权是我
国当前行政复议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袁与行政复议委员会这一措
施相辅相成袁然而从改革试点的实践来看袁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的遥

通过此次实地调研袁我们了解到袁一些单独的复议机关并不赞同
行政复议审理权的集中遥然而袁从当前的我国国情出发袁政府正在向服
务型政府转型袁而不是单纯的管理型政府遥在行政争议的解决工程中袁
无论是复议还是信访袁最终要实现案结事了袁就离不开机关与机关尧机
关与个人的互相协调与理解遥 当然袁个别行政机关出于自身职能以及
工作秘密等因素的考虑袁 提出对相对集中行政复议审理权的反对袁并
不是什么坏事袁相反袁如果我们能够充分考虑其理由袁进而促进相互的
理解袁更有助于达到试点工作的实践目的袁完善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遥
猿 我国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的完善与展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袁国际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袁以及对国
内环境稳定的迫切需求袁 行政复议改革工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遥
在这一政府转型期袁追求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袁在政府工作的客观
需求下保障百姓的合法权益袁给行政复议制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遥
猿.员 树立行政复议的威信

从石景山区法制办的行政复议改革试点工作的成效不难看出袁要
想有效的发挥行政复议这一救济途径的作用袁树立其威信是改革工作
的重中之重遥 毕竟袁无论制度改革得多么完善袁百姓不敢来用袁这样的
制度就如同没有司机的赛车袁就算能跑得再快再稳袁也变成了闲置的
摆设遥

对此袁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建立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难题袁当然袁
只从石景山区法制办这一处试点来总结是不够的遥当前我国仍处于行
政复议委员会的建立初期袁很多制度还在试验和探究之中袁但是其最
根本的出发点袁在于改变以前行政相对人不愿选择行政复议尧不信任
行政复议机构的这样一种局面袁从而打开行政复议改革的大门袁造就
野大复议尧中诉讼尧小信访冶的行政救济格局遥
猿.圆 增强行政复议的效力袁确立行政复议准司法化的地位

出于对司法权不得过度干涉行政权的考虑袁行政诉讼在处理行政
纠纷的过程中袁只能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袁不得变成遥然而行政复议作
为行政机关内部纠错的活动袁可以有效的解决行政纠纷遥 但是目前我
国的行政复议由于缺失了其司法性特质袁使得其效力不能充分发挥遥

从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审理模式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院就当

前从形式上效仿行政诉讼审理程序袁有助于复议案件的审理工作遥 而
以往行政复议工作的不足袁 在于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司法化的规
避遥因此袁应当确立行政复议的准司法化地位袁给予行政复议明确的审
理程序尧举证责任等法律规定袁以增强行政复议的效力袁从侧面促进了
行政复议权威性的树立遥
猿.猿 加强对行政复议的监督

当前行政复议委员会建立的目的之一袁就是坚强相互监督袁其目
的在于改变现行行政复议管辖的混乱局面袁同时防止野官官相护冶现象
的产生袁改善行政复议在百姓心中的形象袁增强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质量袁有助于加强政府的公信力遥
源 结语

总而言之袁从我国当前的行政复议改革形势看袁行政复议机构不
统一尧行政复议制度的权威性不强尧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人手紧这些基
本问题能够得以解决遥在此基础上袁行政复议改革将登上新的高度袁将
在不断地研究和摸索中袁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袁创新理论根据袁完善制度
模式袁最终达到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目的遥

最后袁 感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项目资助给了我这次研究机会袁
谢谢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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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叶安全学基础曳课程考核评价方式

猿 结语

网络课程是高职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教学资源之一袁其建设与实
施对推动高职教育改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遥

通过三年多的网络课程建设和实施袁叶安全学基础曳课程的教学资
源更加规范和丰富袁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袁把学习从课堂带到了学
生的课下生活中袁将教师的工作平台由讲台转移到网络这个更广阔的
的新天地遥教学效果有了很大的提高遥但是袁由于硬件系统的缺乏和网
络课程的不完善袁教学上要真正实现网络教学还存在很大的困难遥 还
需院方和一线教师队伍为网络教学做进一步的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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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袁2012渊园6冤.

咱责任编辑院陈双芹暂

叶安全学基础曳课程院总分 100 分袁60 分(含)及以上合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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