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法释〔2020〕3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

问题的规定》已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

委员会第 1797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0 年 6 月 22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 

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 

 

（2020年 3月 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97次

会议通过，自 2020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活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被诉行政机

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是指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依法应

当在第一审、第二审、再审等诉讼程序中出庭参加诉讼，

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 

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独立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

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的负责人出庭应诉，适

用本规定。 

应当追加为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人民法院通知以

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的行政机关，其负责人出庭应诉活动

参照前款规定。 

第二条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被诉行政机

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参与分管

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

分管的负责人。 

被诉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下级行政机关的负责

人，不能作为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第三条 有共同被告的行政案件，可以由共同被告协商

确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也可以由人民法院确定。 

第四条 对于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

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 



有下列情形之一，需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人民

法院可以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一）被诉行政行为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重

大人身、财产权益的； 

（二）行政公益诉讼； 

（三）被诉行政机关的上级机关规范性文件要求行政

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

诉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人民法院在向行政机关送达的权利义务告知

书中，应当一并告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法定义务

及相关法律后果等事项。 

人民法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应当在开庭三

日前送达出庭通知书，并告知行政机关负责人不出庭可能

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行政机关在庭审前申请更换出庭应诉负责人且不影响

正常开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六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于开庭前向

人民法院提交出庭应诉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明应当

载明该负责人的姓名、职务等基本信息，并加盖行政机关

印章。 



人民法院应当对出庭应诉负责人的身份证明进行审

查，经审查认为不符合条件，可以补正的，应当告知行政

机关予以补正；不能补正或者补正可能影响正常开庭的，

视为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 

第七条 对于同一审级需要多次开庭的同一案件，行政

机关负责人到庭参加一次庭审的，一般可以认定其已经履

行出庭应诉义务，但人民法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再次出

庭的除外。 

行政机关负责人在一个审理程序中出庭应诉，不免除

其在其他审理程序出庭应诉的义务。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

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情形： 

（一）不可抗力； 

（二）意外事件； 

（三）需要履行他人不能代替的公务； 

（四）无法出庭的其他正当事由。 

第九条 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应当

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或者由该机关主

要负责人签字认可。 

人民法院应当对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理由以及

证明材料进行审查。 



行政机关负责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行政机关申请

延期开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人民法院也可以依

职权决定延期开庭审理。 

第十条 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相应的工作

人员，是指被诉行政机关中具体行使行政职权的工作人员。 

行政机关委托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或者下级行政机关

的工作人员，可以视为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 

人民法院应当参照本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行

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的身份证明进行审查。 

第十一条 诉讼参与人参加诉讼活动，应当依法行使诉

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遵守法庭规则，自觉维护诉讼秩

序。 

行政机关负责人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相应工作人员在

庭审过程中应当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交证据、

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

明。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

争议发表意见。 

诉讼参与人和其他人以侮辱、谩骂、威胁等方式扰乱

法庭秩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制止，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

十九条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向监察机

关、被诉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 

（一）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且未说明理由或

者理由不成立的； 

（二）行政机关有正当理由申请延期开庭审理，人民

法院准许后再次开庭审理时行政机关负责人仍未能出庭应

诉，且无正当理由的； 

（三）行政机关负责人和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均

不出庭应诉的； 

（四）行政机关负责人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五）人民法院在庭审中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就有关

问题进行解释或者说明，行政机关负责人拒绝解释或者说

明，导致庭审无法进行的。 

有前款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案并在裁判

文书中载明。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

一款情形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庭审笔录中载明，

不影响案件的正常审理。 

原告以行政机关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情形为由

拒不到庭、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人民法院可以按照

撤诉处理。 



原告以行政机关具有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情形为由

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导致庭

审无法进行，经法庭释明法律后果后仍不陈述意见的，人

民法院可以视为放弃陈述权利，由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可以通过适当形式将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向社会公开。 

人民法院可以定期将辖区内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评价，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报告,向同级人民政府进行通报。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 2020年 7 月 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