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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诉追究要讲科学

莫纪宏

  北京市东城区政府试行的5行政诉讼、行政

复议案件败诉责任追究办法6中规定,败诉案件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或严重社会影响的,单位行

政负责人将/ 被责令引咎辞职0。(见5法制日
报65月 23日报道)

通过设立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制来贯彻依法

行政原则,从出发点来看是主动、积极和有价值

的,但是,如果不加分析、不在科学研究依法行

政的规律基础上,仅仅基于行政诉讼和行政复

议败诉的结果来确立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制, 在

实际生活中则可能会事与愿违。

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以及行政复议中败

诉,原因非常复杂。通常既有政策方面的问题,

也有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当然,更多的是具体

实施行政行为的机关及其人员违法行政。对于

实施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说,

在实施违法行为时代表了行政机关,因此,其行

使行政职权的法律效果也应当由政府来承担。

从法理上来看,对于那些因为政策方面的原因

导致决策失误的违法行政行为, 一旦通过行政

诉讼以及行政复议程序被确认败诉,应当及时

地调整行政政策,及时净化依法行政的外部政

策环境。而对于因为制度设计缺陷所产生的违

法行政行为, 虽然在行政诉讼以及行政复议程

序中败诉, 但要解决这些违法行政行为的根本

出路还在于制度改造。只有在政策确定、制度

完善的前提下,在纯粹因为行使行政职权的行

政机关工作人员主观上存在明确的过错导致败

诉的情况下, 才应当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

责任。

行政复议机关也好, 人民法院也好,都是依

法对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所涉及到的行政行为

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所以, 除非是违法行政行

为的产生出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主观故意,

并且情节严重,造成重大损失,一般性的被宣告

败诉的行政行为的实施者不应当承担过于严厉

的法律责任,否则,就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关实施

行政行为的权威性和效力。如果因行政机关败

诉就当然导致有关领导人员的辞职, 从宪法理

论上来看,就为法院或者是行政复议机关通过

败诉判决或裁定来影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

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这样就不利于行政机关

依法行使职权, 特别是会导致一些规避法律责

任行为的产生。

从法理上说, 败诉不能作为违法行政行为

责任追究制的直接或者惟一的法律依据。要区

分不同情况,要把败诉看成是行政程序的一个

必要组成部分, 不能在制度上设计出一个消灭

败诉的行政诉讼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来维护行

政机关的权威。败诉实际上也是法治的一种形

式,通过败诉,既可以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又可以推动行政机关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革,

同时也可以促进立法的发展。

在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的过程中,要特别注

意一些具体的行政法律制度是否科学, 是否符

合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败诉的违法行政行为

责任追究制需要设定严格的制度条件才能成

立。在对行政机关及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

政行为进行依法监督的同时, 也要注意尊重行

政机关的权威以及维护行政机关自身依据法律

所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