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 新华社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1日表决通过了关于民法通则
第九十九条第一款、婚姻法第二十二
条的解释。解释明确，公民原则上应
当随父姓或者母姓。有3种情形可以
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

解释明确，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
姓或者母姓。考虑到社会实际情况，
公民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选取其他
姓氏。

可不随父母性的3种情形

● 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
的姓氏

● 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
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

● 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其
他正当理由

3种情形子女
可不随父母姓

□据 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1日表决通过了反间谍法。该
法对现行国家安全法从名称到内容
进行了全面修订，突出了反间谍工作
特点。

反间谍法指出，本法所称间谍行
为，是指下列行为：

●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
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
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
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安全的活动

● 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的

● 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
外的其他境外机构、组织、个人实
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
境内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
实施的窃取、刺探、收买或者非法
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或者策
动、引诱、收买国家工作人员叛变
的活动

● 为敌人指示攻击目标的

● 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

反间谍法正式实施
界定5类间谍行为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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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
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
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
政处罚不服的；

● 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
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
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

● 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
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
行政机关做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
决定不服的；

● 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关于确认
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
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
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

● 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
定不服的；

● 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

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
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
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
土地经营权的；

● 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

● 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
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 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
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
保险待遇的；

● 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
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
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等协议的；

● 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
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行政诉讼法实施24年首次修改

12种“民告官”法院应受理

□据 新华社《新京报》

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
通过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
（简称行诉法）的决定。新
行诉法规定“民告官”行政
首长应出庭；对限制人身
自由、房屋土地征收补偿、
滥用行政权力等12种情形
法院应受理。这是行诉法
实施24年来的首次修改。

新规 对限制人身自由、房屋土
地征收补偿、滥用行政权力、行政机
关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等 12 种
情形，法院应当受理。

点评 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夏
勇在该法修改通过后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新行诉法扩大了法院
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的范围。过去有
一些法院不管的案子，现在也管了，
包括社会比较关注的房屋土地征收
补偿等领域。这对行政机关提出了
更高要求，行政机关要进一步提高
依法行政的水平，确保各类行政行
为都能够经受法律的检验。

新规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
当出庭应诉。

点评 对于“民告官”案件，夏勇
说，行政机关要支持“告”、配合

“告”。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过程中
虽然是被告，也要积极支持、配合人
民法院依法开展行政审判工作。

夏勇说，被告经法院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
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法院可以予以
公告，还可以提出关于处分的司法
建议，所以说行政机关面临的压力
更大了。

新规 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
决、裁定、调解书的，新行诉法增加
规定“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
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

点评“这一规定对于促进执行
还是比较有力度的，虽然有‘社会
影响恶劣’的限制，实践中可能会
慎重使用这个手段，但是拘留还是
有一定威慑力的。”中国政法大学
教授王敬波说。

新规 起诉应当向法院递交起诉
状，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
起诉。

点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
认为，这一规定方便了当事人行使诉

权。“很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更希
望采用口头方式起诉。这种做法在实
践中操作性较强。但不论是口头还是
书面，起诉都要符合条件，如有明确被
告、基本事实等。”沈岿说。

新规 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
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做出行政行为
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

点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延长
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原告的

起诉期限，由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当中
的3个月延长到了6个月，并且对一
些特殊情况，都作了比较明确的规
定。这样就可以给原告更多的时间来
提起诉讼。”王敬波说。

新规 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
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做出原行政行
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
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
机关是被告。

点评 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了不当

被告，维持原行政行为的现象比较普
遍，导致行政复议制度未能很好发挥
作用。“这一修改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
行政复议因许多复议机关做‘维持会’
而导致复议公信力严重下降的现实困
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说。

扩大行诉案件受理范围

民告官“官”应出庭应诉

不执行判决
可拘留直接责任人

可口头起诉

起诉期限延长到“6个月”

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法院应受理的12种“民告官”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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