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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政发〔2018〕28 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诉讼败诉案件 

过错责任追究与容错免责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降低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提升全市依法行政工作水平，

根据《浙江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省政府令第 307 号)，

结合《温州市改革创新容错免责办法（试行）》（温委办发〔2016〕

107 号）、《关于进一步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奋力推进温

州“再造改革开放新优势、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煌”的实施意见》

（温委办发〔2018〕65 号）等文件规定，经市政府、市法院同

意，现就加强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与容错免责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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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认识，深入推进败诉案件过错追责与容错免责

工作 

推行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与容错免责工作，是有

效降低行政机关败诉率，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的需要。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包括经依法授权或者委托的具有行

政执法职能的组织）要充分认识此项工作的重要性，按照职责分

工和干部管理权限,落实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与容错

免责制度，在充分发挥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惩戒、教育、规范作用

的同时，鼓励各级干部探索创新，支持担当作为。 

二、加强追责力度，严格执行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一）败诉追责案件范围。本通知发布施行后，法院作出行

政机关败诉的生效裁判，且涉诉行政行为属于 2013 年 2 月 1 日

《浙江省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施行后作出的，列为败诉

追责案件调查范围。 

（二）败诉追责对象。败诉行政机关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列为败诉追责对象调查范围。实施主体与名

义主体不一致的，实施主体相关人员为败诉案件责任人员，名义

主体也有过错的，其相关人员承担相应责任。 

裁判文书载明的败诉行政机关为败诉案件责任单位。实施主

体与名义主体不一致的，实施主体也视为败诉案件责任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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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当追责和不予追责情形。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

当予以追究过错责任：因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

责导致案件败诉；因应诉工作不当导致案件败诉；其他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导致案件败诉，造成严重后果的。 

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以追究过错责任：因法律适用的

理解不一致导致败诉；经履行法定职责审慎审查后仍未能发现而

作出错误判断导致败诉；过错情节轻微，经批评教育后改正；其

他不宜追究过错责任的情形。 

（四）责任追究方式。对责任人员，根据败诉后果影响、问

题性质、过错程度，予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通报批评、调离岗

位等，或者移送其他有权机关处理。需追究败诉案件责任单位过

错责任的，予以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过错行为情节严重的，予以

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通报批评。 

（五）败诉追责程序。 

1.调查。败诉行政机关收到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后，应当及时

启动败诉责任调查程序，对败诉案件进行败诉原因分析和过错责

任认定。败诉责任调查一般从裁判文书送达并生效之日起 30 个

工作日内完成，形成《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责任分析报告》（以下

简称《责任分析报告》），提出调查处理意见，对于应当追责的，

要明确责任对象、追责方式；对于不予追责和容错免责的，要说

明原因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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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追究败诉案件责任单位过错责任的，由其上一级行政机关

进行调查、作出决定；追究责任人员的过错责任，不属于败诉行

政机关管理权限范围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进行调查、作

出决定。 

2.审核。败诉行政机关完成败诉责任调查后，应当于 5 个工

作日内将《责任分析报告》报政府法制机构审核。其中，县级政

府、市属单位为败诉行政机关的，报市政府法制机构审核；乡镇

（街道）政府（办事处）、县属单位为败诉行政机关的，报县级

政府法制机构审核。政府法制机构一般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

核，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或者争议较大的案件，应当会同法院、组

织部门等单位联合审核。政府法制机构完成审核后，应当于 5 个

工作日内将审核意见反馈败诉行政机关。县级政府法制机构完成

审核后，应当于 5 个工作日内将审核意见同时报市政府法制机构

备案。 

3.处理。败诉行政机关接到政府法制机构反馈的审核意见

后，一般于 30 个工作日内作出相应处理；败诉行政机关无权处

理的，移送有权机关处理。 

4.协作。法院作出行政机关败诉裁判后，将裁判文书同时抄

送有关政府法制机构。法院认为败诉行政机关对案件败诉负有重

大过错责任的，依法向监察机关和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

议，同时抄送有关政府法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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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视调解工作，有效减少败诉案件发生 

（一）完善调解工作机制。行政机关应当高度重视行政争议

调解工作，建立健全行政争议调解授权机制，积极参加法院组织

的调解活动，争取通过自查自纠、协调调解等途径，实质性化解

行政争议。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调解活动，案件结果败

诉的，按照败诉过错责任予以追究。 

（二）明确调解责任豁免。经行政机关授权参加行政争议调

解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有关行政争议调解的规定要求，在

法院主持下，与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作出与调解有关

的其他行为，非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调解行为不当的，对该参

与调解决策授权及具体调解活动的工作人员不予追究责任。 

四、全面科学考量，切实落实败诉案件容错免责制度 

（一）落实容错免责要求。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

要妥善把握实事求是、依纪依法、容纠并举等原则，充分保护干

部干事创业积极性，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败错误，结合动

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度、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

失等情况，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综合分析，科学考量。 

（二）明确容错免责情形。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予以容

错免责：在贯彻落实上级指示中创新工作，但因政策界限不明确

或者受不可预知因素影响导致案件败诉；在推动重点工作、重要

决策、重大项目中，符合上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但因敢于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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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出现一定失误导致案件败诉；在化解矛盾或

者承担急难险重任务、风险较大的工作中，主动作为、积极担当，

但因出现一定失误导致案件败诉；败诉的行政行为事先经过容错

风险报备或者其他按照有关规定可予以容错免责的情形。 

（三）运用容错免责结果。要准确把握政策界限，确保容错

免责在纪律红线、法律底线内进行。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责任人符

合容错免责情形，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容错免责。对组织认定给予

容错免责的干部，在评先评优、选拔任用时不受影响，干部考核

不作为负面评价，工作考核一般不予扣分。 

五、强化统筹协调, 全面提升依法行政工作水平 

（一）注重上下联动。县（市、区）政府、市各有关单位要

进一步加强本地、本系统行政诉讼败诉案件情况分析，查摆问题

原因，研究整改措施，补齐工作短板，避免类似错误。市政府法

制机构要定期总结全市行政诉讼案件败诉情况，及时发布行政败

诉典型案例，促进全市行政机关不断提升依法行政水平。 

（二）深化监督协作。市法院、市委组织部、市政府法制机

构组成联席会议，由市政府法制机构负责召集，共同指导全市行

政诉讼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与容错免责工作。联席会议原则上

每半年召开一次例会，分析全市行政诉讼败诉案件情况，讨论疑

难案例，对不当处理意见提出纠正意见，并要求败诉责任单位重

新作出处理。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不定期开展监督检查活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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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际情况，约谈败诉案件数量或者败诉率居高不下的行政机

关负责人。 

（三）加强督导检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诉讼败诉情况，以及

败诉案件过错责任追究与容错免责制度执行情况，纳入法治政府

建设考核内容。对不按照本通知执行的行政机关及相关责任人员

要严肃处理，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六、其他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关于实行行政败诉案件责任追

究的通知》（温政发〔2010〕33 号）、《温州市行政败诉案件责任

认定与追究办法》（温政办〔2012〕227 号）同时废止。 

 

附件：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责任分析报告审核表 
 
 

                              

温州市人民政府 

                               2 018年 1 2月 1 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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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责任分析报告审核表 

败诉行政机关名称  

法院名称、 

裁判文书文号 
 

败诉行政机关 

调查处理意见 

 

 

 

 

 

 

 

 

 

 

                        败诉行政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政府法制机构 

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1. 本表应附行政诉讼败诉案件责任分析报告、法院裁判文书； 

2. 共同被告案件，每个败诉行政机关各自填写本表； 

3. 本表及附件由败诉行政机关、审核单位、备案单位各存一份； 

4. 行政行为的名义主体与实施主体不一致的，名义主体与实施主体共同在“行政 

机关调查处理意见”一栏盖章。 



 

 

 

 

 

 

 

 

 

 

 

 

 

 

 

 

 

 

 

 

 

 

 

 

 

 

 

 

 

 

 
 
 

 
抄送：省高院、省司法厅，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 

公室，温州军分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12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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