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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首次大修的新《行政诉
讼法》， 即将于5月1日实施。4月23
日，长沙市224名职务分别为“副
县长”、“副市长”、“副区长”、“副局
长”、“处长”的学生聚集在岳麓山
脚下上课，学习新《行政诉讼法》。
（详见本报今日A06版）

有人将这次学习形象地说是
官员们在学习当“被告”。此言既
对，也不对。《行政诉讼法》被民间
称为是一部支持“民”告“官”的法
律。官员们学习《行政诉讼法》，那
自然可以说是在学习如何当被告。
但是， 严谨地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官员们学习《行政诉讼法》并不能
说就是在学习当被告。首先，行政
诉讼的被告并非官员，被告是需要
应诉的行政机构。 更重要的是，如
果当真认为官员们学习新《行政诉
讼法》 就是简单地为了当好被告，

不仅可能会弱化此次学习的意
义，更可能踏入误区。

如果只是学习当好“被
告”，那么，从被告的角度来说，
需要学习和掌握的就是尽量使
己方胜诉， 将诉讼利益尽归诸
己。换成普通民众，这样想，这
样做，完全可以，但是对于掌握
公权力的行政机构来说， 其实
不能这样。 假使行政机构确有
行政违法行为， 还要像普通被
告一样，想方设法学习、掌握、
提升“诉讼技巧”去赢得官司，
对于行政机构来说并非好事。
在过去， 就常常有以权压法的
案例， 其结果导致民众不信任
法律， 再与行政机构发生矛盾
冲突，就不走行政诉讼的途径，
而采取闹事上访的路线； 行政
机构则赢了官司却输了民心，

最终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反而被激
化。因此，官员们学习新《行政诉
讼法》，不能只求当个能赢了官司
的好被告，而是要学习尊重法律，
依法应诉，依法行政。

去年，最高法的官员披露：中
国“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从10年
前的30%降至近年的10%以下，有
些省份甚至只有2%。从这些数据
来说，民告官的胜诉率未免太低，
需要提升诉讼技巧，增加胜诉率，
亟需学习的应是原告， 而不是被
告。也就是说，需要更多民众去学
习、了解新《行政诉讼法》。但普及
新《行政诉讼法》于民众的事情，
显然没有让官员们先学习这部法
律更紧急。 这并不是说长沙法制
部门有什么利益偏向， 当是另有
其因。

首先，新的《行政诉讼法》所

作的修改，降低了民告官的门槛，
却在诸多地方提升了“官方”的风
险。比如，新法规定，行政机关如
拒绝履行判决， 那么该行政机关
负责人就有可能每天都要被罚
款。新法施行，以权压法的空间被
大大压缩， 官员理应优先认真学
习、严肃对待。其次，民告官时，民
众因为利之所系， 钻研法律的及
时、 主动与积极性， 根本不需动
员， 他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公平的
法治环境。这也启示：若想令官员
们膺服于法律， 亦必须将诉讼与
其现实利益有更多挂钩， 违法必
惩———新法的修改对此也多处有
所体现。

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在即，
官、民皆应学习，无论谁输谁赢，
学习到法治社会的法治精神，才
会最终共赢。 ■本报评论员 赵强

安徽省舒城县初三女生小
何骑电动车上学， 见一老太摔
倒忙上前搀扶， 不料老人一口
咬定是小何撞了她， 交警反复
勘查，终还小何清白。 近日，老
人伤愈出院时， 善良的小何不
计前嫌， 带着家人向这位经济
困难的老人捐款千元。（4月23

日《安徽商报》）
女孩的不计前嫌

在当地传为佳话，但这
种做法，也引来两个较
为极端的反馈。有人觉
得这是好事，再说“以
德报怨”一直为我们传
统道德标准所倡导。也

有人觉得这种不明是非的“以
德报怨”，是在纵容恶行。客观
而言，两种看法都有一定道理，
但要评出是非， 还是得视具体
情况而定。

比如“以德报怨”若只牵涉
到个人间的利益冲突， 与公共
利益无关， 当然是一种正向的
道德之为，只要不被强制，每个
人都有权去履行这种道德行
动。在这起事件中，小何及其家
人不但未追究责任， 还反倒向
这位经济困难的老人捐款，在
个人与道德层面， 这并没有什
么不适合。 至于外界担心的是
否有纵容恶行之嫌， 其实牵涉

到的是法律问题。毕竟，较之于个
体选择的“以德报怨”，执法机构
的选择性执法才是对恶行真正的
纵容。比如，小何可不追究老人的
责任，但老人讹人被坐实，在法律
层面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执法
机关不能沉默。事实上，我国法律
体系中都早有关于敲诈、诈骗、诬
陷等方面的规定，对于讹人者完全
可以依法进行惩处，但不少执法机
关对于案件的处理却呈现出道德
与法律不分的模糊状态。

一个真正理性的社会， 首先
要体现在法律的公正与司法机关
不偏不倚的判决。毕竟，就像永远
只会有极少数人会选择“以德报

怨”一样，道德力量尽管不可忽视，
但落实到个体身上，永远会呈现出
多元和不确定性的一面，因为它不
具备强制性也不应该有强制性。而
法律才应该是让个体真正具备稳
定预期的行为指南。

因此，对于这起事件，还请放
弃标签化解读，真正厘清其中的是
与非、法与理，明白到底什么才会
真正纵容恶行。否则，一味地指责
被讹者及其家人的道德选择，对于
缓解“做好人反被讹”的恶现象，不
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激发更多的不
必要争论。而一个正派社会，必须
建立在法律与道德合理而清晰的
界限之上。 ■朱昌俊

官员学法不是只为当好“被告”

区分“以德报怨”中的道德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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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官员们学习新法，不能只求当个能赢了官司的好被告，而是要学习尊重法律，依法
应诉，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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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排列 3、排列 5��第 15106 期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排列 5开奖号码：6�8�8�9�8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6�8�8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1956
2594
0

1040
346
173

2034240
897524

0

34 100000 34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