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案促治 提升行政复议监督质效 司法部
发布第五批贯彻实施新修订行政复议法

典型案例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

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行政复议是行政系统内部的层

级监督制度和解决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是党和国家监督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将推进法治政府建

设写进立法目的，进一步强调了行政复议监督和保障行政机

关依法行使职权的制度功能。行政复议监督是个案监督与类

案监督的有机统一，今年 1-9 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不

断加大监督纠错力度，通过变更、撤销、确认违法、责令履

行等方式纠正违法和不当行政行为 3.9 万件，纠错率为

13.1%。在加强个案纠错同时，各级行政复议机关综合运用

新修订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意见书、责令限期履行、

约谈和通报批评、抄告等机制，加强类案规范，及时纠治行

政执法领域共性问题，全面发挥行政复议监督功能。1-9 月，

各级行政复议机关针对行政执法共性问题制发行政复议意

见书、建议书 4271 份；附带审查规范性文件 420 件，纠正

不合法规范性文件 17 件，实现了“办理一案、规范一片、

治理一行”的良好效果。为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类案监督工

作，以行政复议办案质效助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司法

部聚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遴选了第五批贯彻实施

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典型案例，现予以发布。这批典型案例



共 4 个，反映出行政复议从不同维度对行政执法共性问题进

行源头治理的生动实践。

一是践行人民至上，完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权益保护

机制。比如，案例 1“许某不服上海市某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行政确认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强化新就业

形态职业伤害调查主体责任，指导监督行政机关完善调查审

查流程，切实维护了外卖平台骑手等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权

益，保障和促进了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

二是坚持实质性化解纠纷，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

社会效果有机统一。比如，案例 3“田某不服重庆市某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预审驳回’决定行政复议案”中，对行

政机关如何正确适用政策进行精准指导、科学示范，推动建

立机制“通道”，由点及面解决了科技奖励政策的落实“难

题”，帮助逾千名科技奖励获得者提高了退休待遇比例，为

科技创新提供了法治助力。

三是深入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促进完善自动化

执法监督机制。比如，案例 2“朱某不服安徽省某交警大队

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促成行政机关自行

纠正同一地点同一原因给予 46 次相同处罚的问题，同时进

一步完善电子警察执法审核机制，系统提升行业执法水平，

实现了该市因电子警察执法引发行政复议案件的大幅下降。

四是坚持合理性与合法性审查并重，依法审慎规范教育

行政管理行为。比如，案例 4“邓某不服广东某医科大学撤

销临床医学硕士学位行政复议案”中，行政复议机关在办理



撤销硕士学位行政复议案件基础上，督促行政机关对省内高

校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与上位法衔接问题进行全面调查，

并推动制定相关指导性意见，在尊重高校依法享有相应教育

自主权的同时，维护了公民的受教育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