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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郑义

寻找民众意愿与有效行政的契合点
——我市近些年行政诉讼案件透析

党员干部大量的精力被牵涉其中，
在一些律师的推动下“屡败屡战”，抓住
程序中的一点瑕疵钻“牛角尖”，严重阻
碍了我市重点工程重点工作推进，这是
近年来“民告官”产生副作用的一个缩
影。

经济全球化、利益多样化、价值多元
化的时代，信息爆炸了，脑袋也容易“爆
炸”。纵观近三年的我市“民告官”案件，
累计达 300 多件，有的是对征收、征用
过程中强制拆除不服，有的是对行政机
关做出的土地所有权不服，有的是对规
划调整不服⋯⋯暂不说谁是谁非，也不
知有没有细致协调，总之头脑“热”起来，
加上一些律师在一边打气“你会赢的”，
就开始踏上了耗时耗力的行政诉讼之
路。

深刻剖析我市“民告官”的根源，理
性看待在依法治市的进程中，还存在哪
些问题，如何提升行政执法水平，善意提
醒准备“民告官”的人慎重决定，用平和
的方式解决矛盾，对于降低信访维稳的
压力，特别是针对我市急难险重的任务，
在依法的框架内如何科学决策、怎样按
时保质保量完成，意义十分深远。

案例一：我市某街道某村徐某以街道办事

处违法将其房屋拆除，三年前就开始打行政诉

讼官司。徐某的房屋因重点工程建设需要，街

道办事处经过耐心细致、苦口婆心工作，徐某

就是“一根筋”，后办事处经过评估把相应赔偿

款打到徐某账号上，因时间紧迫，就强制拆除

了房屋。金华中院判决该街道办事处程序违

法。其实，程序违法与主体违法是不同概念。

具体说，主体违法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而

程序违法责任未明确，目前通常只承担在拆除

过程中造成的屋内用品损坏责任。

案例二：我市某镇某村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

把6分土地赠送给供销社，另把一处公祠以1万

元出售给供销社。如今在几个村民的鼓动下，

村两委以不服土地所有权为由，“屡败屡战”

一直到最高人民法院，结果还是裁定驳回村

两委诉讼请求。如果把这件事牵涉的精力都

用在新农村建设上，可能早就产生了积极的效

果。

案例三：我市某镇某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

中，95%的村民已同意拆迁，村两委把未拆迁户

断水断电，未拆户却把镇政府作为被告，认为

拆除房屋没有合法手续，请求法院确认镇政府

拆迁行为违法并责令立即停止房屋拆除。法

院认为，少数村民不能代表整个村的群众对房

屋拆除行为提起诉讼，其不具有提起本案行政

诉讼的主体资格，依法裁定驳回起诉。

从全国各地来看，“民告官”胜诉率一般在

10%左右，大部分原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并不是说行政机关就是“强势”部门，而是很多

当事人对行政官司一知半解。少数律师追求

经济利益，承揽业务时总会说“没问题”。官司

输了，则推托“本来是会赢的，主要是官官相

护”，直接导致当事人踏上了信访之路。不管

从何种角度看待，“民告官”牵涉的精力之大难

以想象，对行政机关而言，本来任务就很繁重，

还要去当被告。我市原局领导有一次出庭迟

到 10 分钟，对方律师就咄咄逼人。其实，该领

导刚从会场出来就急忙赶过来了，恰遇堵车严

重，在被告席上脸红红的，真不是滋味。

各方太多精力被牵涉

不难发现，我市拆违引发的

“民告官”案件占了三分之二。有

的案件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取证或

送达失误，就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

官司。由于大部分基层党员干部

缺少专业的法律培训，而当事人针

对个案请教律师、查阅法律资料，

加上法律条文对行政执行的要求

越来越高，今后的行政执法几乎要

求的标准是“没有金刚钻，不揽瓷

器活”。

以调查取证为例，必须由两名

执法人员进行，并需要向被调查人

表明身份、目的，应查明的事项包

括违法的主体的详细情况，违建形

成的时间、地点、面积、现状，违建

坐落地块的性质及规划情况，是否

存在必须拆除的情形，违建形成的

原因。调查现场以拍照或视频固

定证据，调查笔录应当由当事人和

执法人员签字确认无误，如当事人

拒签，则载明拒签情况，由执法人

员说明情况并签字确认。查明违

法事实后，应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前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举

行听证的权利。我市某镇分管拆

违的副镇长说，当了一回被告后，

吃一堑长一智，亡羊补牢，为时未

晚。

一方面是拆除违章时间紧、任

务重，另一方面是当事人对自己的

事反复思考、打听，如何利用法律

规定的时间差，已经了如指掌。在

这样的情况下，急需主管部门、镇

（街道、区）政府办事处未雨绸缪。

如需要强制拆除的违章建筑，经过

思想工作不能达到效果的，应及早

谋划，如可以利用春节前的时间，

及早发出行政决定文书，当事人在

法定期限未申请复议或起诉，或经

复议后维持原行政行为且未起诉，

或经诉讼驳回当事人的请求且裁

判文书已生效的，就可以作出行政

强制执行决定。也许有人会问，如

果上级因重点工程需要，催着要求

限期拆除怎么办？其实，修建铁

路、高速公路等重点工程，从论证、

规划到拆迁，时间一般在两年以

上，如果有责任心的领导干部早些

谋划，早做准备，不要火烧眉毛尖

了才想起该走的程序没有走，该发

的决定没有发，最后以“上级催得

紧，必须敢担当”为理由，导致矛盾

激化，这是推脱责任的表现，是不

敢担当、以权代法的官本位心理使

然。实际上，每个部门、镇（街道、

区）安排一名人员学习行政执法流

程，学会制作法律文书，主要领导

只要把任务布置下去，就可以完全

依法推进了。

在利益诉求多样化的背景下，

出现矛盾纠纷不可怕，“民告官”也

只是平常事一桩。有人会说，民告

官不见官，这也是正常事，有的政

府一把手工作忙碌，哪能个个案件

都出庭？在“民告官”过程中，解决

问题才是关键，切不可以开庭了就

有筹码了，否则只会使矛盾不可调

和。

除了实体判决，还有一部分

案件是以和解撤诉的方式结案

的 ，通 俗 理 解 就 是 在 法 院 主 持

和 协 调 下 ，当 事 人 就 争 议 问 题

达成和解。去年 8 月份，上海某

公司因 330 国道建设遗留问题，

起诉我市交通局赔偿损失。交

通 局 负 责 人 理 性 面 对 ，坦 诚 相

见，经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了

纠纷。

反思我市个别地方政策处理

难，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是过

去承诺过的事项未兑现，老百姓心

理有顾虑，担心现在的承诺，到时

兑现不了或者新官不理旧账，竹篮

打水一场空。也曾经出现重点工

程场面铺得很大，有的工程到期完

成不了，一拖再拖让老百姓意见纷

纷。

我省有一个县某村因铁路建

设需要拆迁，当时政府已承诺以

排屋方式安置，后因规划调整，需

用 1 比 5 的套房方式安置，结果

100 多户村民请了一个北京律师，

每人交了 5000 元钱，打了三年行

政诉讼案件，双方都精疲力竭。

最后，村民代表与政府坐下来协

商，仅用了三天时间就解决了纠

纷。

“民告官”是人民内部矛盾，

是社会发展一定阶段必然要出现

的“烦恼”，折射出政府依法行政

水平、群众整体素质与社会进步

还有差距。“莫听穿林打叶声，何

妨吟啸且徐行”。永康新腾飞的

征程中，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全

局利益相比，总是沧海一粟，谁也

阻挡不了全市社会经济向前推进

的脚步。

倒逼行政执法更加严谨细致

各方务必理性对待实现平和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