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省行政应诉办法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１日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１８５号公布）

第一条　为规范行政机关行政应诉行为，提高行政应诉水平，
促进依法行政，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机关的行政应诉工作，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行政应诉，是指因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向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机关依法参加行政诉讼的活动。

第三条　行政机关应当自觉维护司法权威，认真落实行政机
关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

判的制度，支持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是行政机关应诉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应

当自觉履行前款规定的职责。

第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应诉工作队伍建设，配备与行政

应诉工作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挥公职律师和政府法律顾问

作用，确保行政应诉工作力量与工作任务相适应，并为行政应诉活

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场所、装备等工作条件，保证行政应诉工作的

顺利进行。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应诉工作的领

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应诉

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

第六条　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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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行

政应诉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

被诉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由分管被诉行政

行为业务的负责人出庭应诉；分管被诉行政行为业务的负责人不

能出庭应诉的，由其他负责人出庭应诉。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可以同时委托诉讼代理人

出庭应诉。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

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各级人民政府负责人不能出庭应诉的，

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负责人

不能出庭应诉的，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按下列

情形确定应诉工作承办部门：

（一）未经行政复议的案件，承办原行政行为的部门为应诉工

作承办部门；

（二）因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单独成为被告的案件，本级人民政

府法制工作机构为应诉工作承办部门。

其他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应诉案件，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第八条　行政复议机关和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共同

被告的，行政复议机关负责行政复议决定的应诉工作，对行政复议

程序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负责原

行政行为的应诉工作，对原行政行为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

第九条　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为被告的行政应诉

案件，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办理应诉事务。

第十条　行政应诉承办部门具体办理行政应诉事务，承担下

列职责：

（一）起草行政诉讼答辩状等法律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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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照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整理证据、依据等材料；

（三）提出出庭应诉人员人选；

（四）组织出庭应诉；

（五）承担行政应诉其他相关工作。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收到人民法院行政应诉通知书及其他法

律文书后，应当及时确定应诉承办部门。

应诉承办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第十条的规定，起草答辩状，准

备证据、依据及其他材料等，经批准后在法定期限内提交人民法

院。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应诉案件，可以委托一至二名

熟悉相关业务的工作人员应诉，也可以委托一名熟悉相关业务的

工作人员和一名律师应诉，但不得只委托律师应诉。

第十三条　行政应诉人员应当熟悉法律规定、认真研究案情

和证据、依据及其他有关材料，做好出庭应诉准备工作。

对重大复杂的行政应诉案件，行政机关可以通过咨询、论证等

方式听取专家学者、政府法律顾问和律师的意见。

第十四条　行政应诉人员出庭应诉应当做到：

（一）按照人民法院通知，准时参加庭审；

（二）着装庄重整洁，言语举止得体；

（三）遵守司法程序和法庭纪律；

（四）尊重审判人员和其他诉讼参加人；

（五）遵守工作纪律，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第十五条　庭审过程中，行政应诉人员应当根据庭审要求充

分陈述事实理由，出示相关证据、依据；针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

适当性，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适用法律依据的准确性

等方面进行质证和辩论。

第十六条　经人民法院依法传唤，行政应诉人员无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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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组织行政诉讼案件调解的，行政机关应

当积极配合，促进案结事了。

第十八条　被诉行政机关收到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后，应当

根据以下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认为应当上诉的，按照法定程序向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二）生效裁判文书有履行内容的，及时依法履行，不得拒不履

行或者拖延履行；

（三）认为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依法向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或者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法律监督。

第十九条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责令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判

决，除原行政行为因程序违法或者法律适用问题被人民法院判决

撤销的情形外，行政机关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

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认真研究和办理人民法院提出的司

法建议，并将办理结果在规定时间内书面告知人民法院。

第二十一条　对人民法院的行政案件司法审查报告书，行政

机关应当认真分析研究，梳理问题成因，采纳吸收其合理建议，促

进依法行政。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当对本级人

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年度行政应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向同

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报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对本部门年度行政应诉情况

进行统计分析，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和上一级主管部

门报告。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工

作人员出庭应诉、司法建议反馈、支持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行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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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以及行政应诉能力建设情况等纳入依

法行政绩效考核体系。

第二十四条　对行政诉讼中的败诉、重大疑难、社会影响较大

和带有普遍性问题的案件，行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梳理、深入分析

研究，有针对性地规范行政行为，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第二十五条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取典型案件，组

织工作人员旁听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观摩庭审活动。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行政应诉工作人员的业务

培训，提高行政应诉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应诉能力。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行政机

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干预、阻碍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审理行政诉讼案件的；

（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三）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应诉也不委托相应的工作人

员出庭应诉或者只委托律师出庭应诉的；

（四）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对行政诉讼案件的生效判决、裁定或

者调解书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

第二十八条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办理行政应诉案

件，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７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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