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行政复议工伤获认定

前不久，市民小王收到了期待已久的
行政复议结果：原工伤不予认定改为认
定，而这也为小王一家深陷困难中的生活
带来了希望。

小王今年20多岁，晚上下班途中骑电
动车撞上路边土堆，导致右眼视力障碍程
度构成八级伤残。经调查，发生事故路段
无有效监控设备，无法查清土堆堆放人。
因道路交通事故基本事实无法查清，交警
部门无法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因此小王
申请工伤认定时人社部门作出不予认定
工伤的决定。小王提起行政复议，复议部
门援引今年 1 月起施行的省工伤保险新
规，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
害，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无法认定
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经调查核实后没有
证据证明职工承担主要及以上责任的，应
当认定为工伤。最终，小王的工伤获认
定。

■行政复议成市民维权主渠道

随着我市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和城市
精细化管理，与拆违治乱相关的“民告官”
诉讼量较往年有明显增加。

李明是一名基层综合执法部门负责
行政应诉的工作人员，这两年每年综合执
法部门“当被告”开庭应诉达到近80起，最
忙的时候早晨 6 时出门，一天连开 5 场庭
审。“执法部门应诉，只是从法律层面解决
行政行为合法性问题。当事人败诉后往
往也‘不服’，二审、再审是常有的事。”李
明告诉记者。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表示，在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社会矛盾的化
解必须关口前移、源头发力。如果等到
社会矛盾海量积聚并以诉讼的方式涌入
法院，社会运行风险必然蔓延，纠纷化解
难度也必然增大，问题解决的时机也容
易丧失。

2024 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行政复议
法》施行，一定程度上对上述问题做出回
应：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受案范围广、审查
强度深、程序高效、成本低廉、限时办结的
优势，确定其为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近
年来，行政复议部门收案量已经有了大幅
增加，2021年我市新收行政复议申请2945
件，2022年3159件，2023年4265件，“民告
官”格局正在向“大复议，中诉讼，小信访”
迈进。

■大批复议案矛盾获实质性化解

王大娘和李大叔都是60多岁的老人，
俩家人菜园紧挨着，两位老人因菜园边界
发生争执，进而引发肢体冲突。经鉴定，
王大娘构成轻微伤，李大叔不构成轻微

伤，公安机关通过录像认定为互殴，分别对俩人做出罚款
200 元和 500 元的行政处罚。王大娘不服，提起行政复
议，表示自己的伤重，属于被打方，公安机关不应处罚自
己，并应加重处罚李大叔。

因为此事，两位老人都气得住进医院，儿女也被牵扯
大量精力，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办案人员在法理框架
下充分考虑到冲突双方所看重情感和事理，在行政复议
审理的同时推进调解和解工作，最终解开了两位老人心
结，他们一致表示：放下争议往前看。李大叔赔偿了王大
娘的医药费，公安机关撤销原处罚，王大娘撤回复议申
请，纠纷得到了实质性化解。

行政复议以老百姓的核心关切为出发点，充分发挥
调解在争议化解中的基础性作用，探索形成普遍性救
济。“行政复议实务将人民调解与行政复议有机衔接，发
挥新时代‘枫桥经验’，将调解和解贯穿复议全过程。”青
岛市司法局行政应诉处处长邢敏表示，今年一季度全市
调解和解复议案件335件，8成以上的争议在复议阶段得
到实质性化解。调解和解结案率已经占到了结案总数近
三分之一。

■行政机关通过复议案“自我纠错”

据统计，2023年全市行政复议结案情况，“维持”占
37.33%，“调解和解”占 32.11%，“驳回”占 16.3%，“直接纠
错”占14.26%。马怀德表示，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实现

“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法治
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行政复议能够通过纠正违法或不
当行政行为的方式规范行政权力的行使界限，助力解决
行政执法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确保行政权力在法治轨
道上运行。

一小区有四棵倾斜的杨树位于车库主干道旁，存在
安全隐患，为紧急避险，小区物业在咨询相关部门得到回
复不需要报备后，将四棵杨树砍伐。综合执法部门接举
报后来到现场检查，因小区物业拿不出砍树的审批手续，
综合执法部门立案查处。经第三方机构评估，四棵杨树
评估价值为 1050 元人民币。综合执法部门向物业下达

《行政处罚决定书》，处以补偿费9倍罚款，
9450 元。物业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要求
撤销处罚。复议机关认为，物业提供的电
话录音能够证明其在砍伐树木前向所在
区城市管理部门请示咨询过树木砍伐审
批和备案手续，而且为了消除安全隐患砍
伐树木没有主观过错，符合行政处罚法规
定的不予处罚情形，遂撤销处罚决定。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违法和不当行政
行为表现为，有的行政处罚决定所依据的
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
链条；行政处罚认定引用法律条文错误，
造成认定的违法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一致；
行政处罚未履行处罚前告知程序，或未听
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影响了当事人的权
利。“通过行政复议达到内部监督的目的，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规范执法部门用
权。”邢敏表示。

■行政执法应提升柔性和温度

开车上路难免吃到罚单。徐先生打
开手机交管 APP 显示出违章处理记录，
2021年和2022年有两次违章停车，徐先生
回忆：“当时车停下不到5分钟就收到违停
短信，即便马上开车走人，分已经扣了，罚
款也得交。”然而他的违章记录从去年 10
月开始有变化：“您的车辆在秦岭路不按
导向车道行驶，在本次交通违章前半年内
在省内没有交通违法记录，本次违章给予
警告处罚，不罚款。”今年4月份在峰岭路：

“您的车辆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请立
刻驶离，未及时驶离将依法予以处罚。”徐
先生明显感受到了执法的变化所传递出
的善意。

从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实施、1999
年《行政复议法》正式立法到现在，从申请
复议的条框多、入口窄，到现在敞开大门
接受“告状”，“民告官”经历了从稀有到常
见的变化，市场监管、公安、劳动保障等这
些天天与老百姓打交道的执法部门也成

“被告席”的常客。近年来，公安领域调解
和解率攀升到三分之一，而市场监管类案
件超越公安类案件成为复议占比最多领
域，其中一半案件由职业索赔人提出。为
回应食品安全领域出现了“挣少罚多”最
严监管的争议，“柔性执法”成为行政复议
的一把尺子，也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定分
止争”当中。

行政复议不仅是“断官司”，也在不断
地总结经验提示行政部门提高执法水
平。“我们建议行政机关强化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日常
执法活动中，贯彻‘首违不罚’，减低自由
裁量权中的顶格处罚频次，减少或者避免
运动式执法活动，在维护法律刚性权威的
同时，强化包容审慎的执法理念，给予当
事人一定的容错空间，最大限度释放法律
善意，提升执法温度。”邢敏表示。 观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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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复议成了主渠道
我市一季度行政复议收案量同比增71%，八成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

青岛“民告官”

行政复议是指自然人、法人等认为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复查该行政行
为，行政复议机关依法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作出行政复
议决定的一种法律制度，即：“民告官”。“民告官”的途径有：行
政复议、信访和行政诉讼。据统计，2023年我市行政复议收案
4200余件，首次超过行政诉讼量。今年一季度，我市行政复议
收案量同比增长71%，“民告官”迎来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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