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为什么要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

答：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是党中央、国务院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对优化营

商环境、解决企业和群众急难愁盼、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

境，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和动

力具有重要意义。国务院有关文件明确了专项行动的总体要

求、重点任务、进度安排、组织实施和工作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要站在全局高度深刻领悟，切实增强抓落实的紧迫感

责任感，把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细。

二、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关系？

答：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工作重点是纠治企业

和群众反映强烈的涉企执法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群腐”集中整治工作的重点内容。专项行动与

集中整治这两项重要工作密切相关，但各有侧重。在专项工

作推进过程中，要做好与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工作衔接，建

立工作协同机制，统一数据报送口径，畅通线索移交渠道。

三、乱收费主要包括哪些情形？

答：乱收费主要包括：违规设立收费项目；未按规定范

围、对象、标准收费；未执行取消、停征、免征、减征等降

费政策；利用行政职能、垄断地位指定服务、强制服务收取



中介服务费用或只收费不服务；违规将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

项交由事业单位或中介组织承担并收取费用等。

四、乱罚款主要包括哪些情形？

答：乱罚款主要包括：无处罚依据擅自设定罚款项目；

不具备执法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实施罚款；未按规定程序实施

罚款；不执行国务院已取消罚款事项的决定；随意给予顶格

罚款或者高额罚款；随意降低违法行为认定门槛或扩大违法

行为范围实施罚款；对已超过法定追责期限的违法行为实施

罚款；以罚代管，只罚款不纠正违法行为等。

五、乱检查主要包括哪些情形？

答：乱检查主要包括：检查主体无权限，不具备行政执

法主体资格实施检查；检查随意任性，无法定依据或未按照

公布的事项、标准及规定程序实施检查；擅自部署专项检查

或应联合部署专项检查的，单独部署；检查频次高，超过行

政检查年度频次上限；重复检查、多头检查、运动式检查、

以观摩等各种名义变相检查等。

六、检查、专项检查的认定口径和客观判断标准如何把

握，专项整治、行业日常管理、隐患排摸等日常管理行为是

否也属于行政检查？

答：行政检查的定义、标准、分类在《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有关问题解答》已有相应规定。

专项整治、行业日常管理、隐患排摸等只是检查的发起事由

不同，仍应根据《意见》要求履行相应的行政检查审批程序



及规范要求。

七、乱查封主要包括哪些情形？

答：乱查封主要包括：委托实施查封；无行政执法资格

的人员实施查封；对与违法行为无关的场所、设施、财物实

施查封；重复查封已被其他国家机关依法查封的场所、设施

或者财物；违反法定程序实施查封；超过法定期限查封；未

妥善保管或使用、损毁查封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具备解

除查封情形仍不作出解除查封决定等。

八、违规异地执法主要包括哪些情形？

答：违规异地执法主要包括：未履行协作手续或在管辖

争议解决前，擅自跨区域开展行政执法活动；在异地执法中

超越权限或者违反法定程序对企业财产采取强制措施；采取

“钓鱼”执法等手段将外地案件纳入自身管辖范围；异地行

政执法协助机制不健全等。

九、趋利性执法主要包括哪些情形？

答：趋利性执法主要包括：行政执法与利益挂钩；考核

考评结果与罚款收入挂钩；直接或变相下达罚款收入指标；

违规违法争抢有罚没收益的案件管辖权；为增加罚款收入脱

离实际监管需要随意设置监控设备等。

十、如何理解执法标准不一致、要求不统一，加重企业

负担的行为？

答：主要是指同一行政执法部门的不同执法人员，对同

一执法事项的标准不一致、要求不统一，或不同行政执法部

门对同一企业的执法标准或要求相互冲突，导致企业无所适



从；行政执法部门制定实施规范变相增加条件、设置门槛；

行政裁量权基准幅度不合理，裁量的标准、条件、种类、幅

度、方式、时限不统一，造成行政执法该严不严、该宽不宽、

畸轻畸重等行为，以及其他没有法定依据擅自减损企业权

益，增加企业义务的行为。

十一、执法不作为主要包括哪些情形？

答：执法不作为主要包括：该立案的不立案；办理案件

超出法定期限；对执法中发现的问题不及时解决，推诿扯皮、

拖延处理；对企业依法申请和反映的问题视而不见、压案不

查，以及其他不履行或者怠于履行法定职责等。

十二、对本次专项行动查办纠治问题的时限范围怎么

把握？

答：本次专项行动重点关注、纠治近年来的涉企行政执

法问题和案件。对企业反映强烈、社会影响恶劣、长期以来

未得到纠治的案件和问题，各地结合实际，也应当进行排查

和纠治。

十三、事业单位改革后，之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授权、受委托组织，大多调整为不得承担行政职能的公益事

业单位，事业单位不再具有执法主体资格。其中个别单位“三

定”规定明确从事执法辅助性工作，对其单位人员是制发辅

助证还是行政执法证？

答：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制发行政执法证的，但如果有规

章以上的依据受委托开展执法的，可以为本单位在执法岗位



的正式人员申领行政执法证。

略阳县司法局

2025 年 6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