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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编写的司法类著作，从司法实务第一线的视角，分设专家特稿
、社会管理创新、调解专题、法律发展、司法实务、理论探索、法学方法、调查研究、队伍建设等多
个板块，将司法理论与实务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集为一体，角度多样，内容广众，既是吉林省高级人
民法院多年工作的总结与展现，又可使读者了解到我国司法实务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后孙晓明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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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加强社会建设主要是要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则主要是管理的法制化。
人民法院工作是党和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处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方式，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者和捍卫者，人民法院既是社会建设的主体，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
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矛盾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制度前提下
，将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实现全社会的依法管理，法院的职能作用更加凸显，大有
可为。
　　近年来，我院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
，特别是今年4月在全省法院下发了《关于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意
见》，提出“八个必须坚持”，有力地推动了这项工作向纵深发展。
下面就如何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作用，谈三点认识。
　　一、人民法院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努力实现执法办案的社会功能人民法院
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必须坚持履行好法院的本职工作，坚持以执法办案为中心，扎扎实实发挥
好审判职能，行使好审判权。
只有坚持公正高效地审判、执行好每一起案件，依法妥善解决当事人的诉求，有效化解纷争，人民法
院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才有立足法》的规定，对于情节严重者，可以依法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的刑事责任，但是没有具体的追究程序，致使这一规定很难实现。
　　（二）现有法律规定的弊端　　1.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失效　　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控制行政权
的制度，通过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使国家行政权力与其责任相符并保证其在法律范围内适用，
以有效地控制和防范行政危害的发生。
在行政诉讼的各类判决中，撤销判决直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否认，使得被诉行政行为自始失去
法律效力，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监督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主要的方式。
因此，撤销判决对于保障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如果行政机关无视法院的撤销判决，在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依然作出相同的判决，相对
人再次起诉后，法院再次作出撤销判决，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将会针对同一行为
陷入循环诉讼，使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落空。
　　2.相对人权利保护不及时　　行政诉讼的最终目的是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利。
撤销判决，作为行政诉讼宗旨目的的具体体现，其性质是司法权对公民权的救济，是通过法院对行政
行为的衡量评判，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合法利益。
然而，行政机关针对法院的撤销判决，如果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怍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具体行政
行为，则在不断的撤销一重作一撤销一重作，会导致原告的实质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最终难以达到行
政诉讼的目的。
　　3.违背司法终局性原则　　行政权一般不具有最终的确定力，无论是行政立法还是具体的行政决
定，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都有可能受到其他国家机关（通常是行政审判机关）的审查并有可能被撤
销或变更。
而行政裁判权作为一种解决行政纠纷的权力，具有中立性、独立性和终局性。
其中，司法变更权是人民法院监督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手段，是避免循环诉讼，克服诉讼
障碍的重要途径，也是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审理后作出的一种最终处理结论。
目前在行政诉讼中，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十分狭窄，只限于行政处罚，而对于行政许可、行政确认
、行政裁定等未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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