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行政复议管辖

1.一般管辖

选择管辖

(本级政府 or 上

一级主管部门)

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

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上级管辖

(找上级)

（1）对海关、金融、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

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2）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本级管辖（自己

复议自己）

（1）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

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2）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

国务院依照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3）申请人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其中任何一

个国务院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行政复议决

定

2.特殊管辖

实施主体 是否为行政

主体

被申请人 复议机关

派出机关 是 该派出

机关

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

派出

机构

法律法规授权

且以自己的名

义实施

是 该派出

机构

设立它的部门或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

无法律法规

授权

不是 设立该机构的政府工作

部门

该政府工作部门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或同级

政府

法律法规授权的

组织

是 该组织 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工

作部门或国务院部门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 是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 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

被撤销的行政机关 是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

机关

上一级行政机关

受委托的组织 不是 委托的行政机关 委托机关的上一级主管部门或本级人民政

府

对于特殊管辖，申请人也可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接受申请的县

级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办理。

专题四、行政诉讼法律制度

一、行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均有规定，但规定不一致的

情形 被申请人 被告

经批准的行为 批准机关 对外署名的机关

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

被撤销或职权变更的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

机关

一般 继续行使其职权的机关

没有继续行

使其职权机

关

双重领导的 所属人民政府

垂直领导的 垂直领导的上

一级行政机关

派出机构，内设机构、

临时机构等

法律法规授权+以

自己的名义实施

该派出

机构

有法律、法规、规章的授权（即

使机构超越所授职权）

实施行为的该

机构

法律法规未授权+ 设立该机构 ①未经授权 设立该机构的



以自己的名义实施 的行政机关 ②行政机关自己“授权”（视

为委托）

行政机关

二、经复议的案件的被告

法定情形 被告

“维持”原行政行为

（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

作出行为的行政机关＋复议机关

既有“维持”，又有“改变”或“不予受理”

“改变”原行政行为 复议机关

复议机关不作为 对“不作为”不服 复议机关

对原行政行为不服 原行政机关

三、管辖

1.级别管辖

中级法院 （1）海关处理的案件；

（2）以国务院部门或县级以上政府作被告的案件；

（3）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社会影响重大的共同诉讼案件

（4）涉外或涉港、澳、台案件；

（5）其他。

特别说明 原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即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的案件，以原机

关确定级别管辖法院

2. 地域管辖

案件 管辖法院

一般

地域

管辖

直接起诉的 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特殊

地域

管辖

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

服

被告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法院

（1）被告所在地，是指被诉行政机关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2）原告所在地，是指原告的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和被

限制人身自由地

（3）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户籍所在地起至提起诉讼时

已连续居住满 1 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

特殊

地域

管辖

因行政行为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而

提起的诉讼

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共同

地域

管辖

经复议改变原行政行为 原机关所在地法院和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

既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

制措施，又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措施或

者行政处罚不服的案件，

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共同

地域

管辖

不动产的 该不动产涉及到两个以上的人民法院共同管辖

规则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原告可以选择其中一

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四、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被告 原告



举证

事项

（1）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

（2）主张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

（1）起诉时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2）不作为的案件：原告提供曾经提出申请的证据材料，但有

下列情形的除外：①依职权主动履行法定职责；②被告受理申

请的登记制度不完备等正当事由

（3）行政赔偿、补偿诉讼中的损害事实

【备注】原告可以提供证明行政行为违法的证据。原告提供的证据不成立的，不免除被告的举证责任。

五、第一审程序判决形式

驳回诉讼请

求判决

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

求。

撤销判决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撤销判决，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3）违反法定程序；

（4）超越职权；

（5）滥用职权；

（6）明显不当

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

相同的行政行为，但被诉行政行为因违反法定程序被人民法院判决撤销，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

为不受此限。

不可撤销，

判决确认违

法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不撤销行政行为

(1)行政行为依法应当徽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2)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如处理期限轻微违法、通知或送达等程序轻微违法的情形，但是对

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

履行判决 (1)原告请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理由成立，被告违法拒绝履行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予答复

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在一定期限内依法履行原告请求的法定职责；尚需被告调查或者裁量的，

应当判决被告针对原告的请求重新作出处理。

(2)原告申请被告依法行履行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等给付义务的

理由成立，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而拒绝或者拖延履行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在一定

期限内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变更判决 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

变更。

（1）法院审理行政处罚案件时不得变更行政行为，加重对原告的处罚，包括加重处罚幅度或

增加处罚内容；

（2）对行政机关未处罚的相对人，法院不得判决直接给予处罚。

确认违法判

决

(1)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撒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

①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但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

②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

③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

（2）原告起诉被告不作为，在诉讼中被告作出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

审理被告的不作为是否合法。

确认无效判

决

(1)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

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重大且明显违法”：

①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

②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务的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规范依据：

③行政行为的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

④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



（2）对于原告起诉请求确认无效或撒销行政行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行政行为无效的，人

民法院均应作出确认无效判决。

经复议的案

件

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审查原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同时，一并审查复

议决定的合法性。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作出判决的同时，应当对复议决定一并作出相应判决。

(1)人民法院判决撒销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可以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

出行政行为。

（2）人民法院判决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的，应当同时判决

撒销复议决定。

（3）原行政行为合法、复议决定违法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或当确认复议决定

违法.同时判决驳回原告针对原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

（4）复议决定改变原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可以一并责令复议机关

重新作出复议决定或者判决恢复原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

六、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 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

（1）被诉行政行为是依法当场作出的

（2）案件涉及款额 2000 元以下的

（3）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

当事人各方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

审判组织 由审判员 1 人独任审理

审期 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45 日内审结

举证期限 （1）法院确定或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法院准许

（2）不得超过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