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适用规则（试行）

第一条为规范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行为，保障行政相对人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交通行
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我省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本省各级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法律、法规授权

的组织（以下统称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在行使行政处罚

裁量权时适用本规则。

第三条本规则所称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违

法事实确定的情况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依据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种类，在法定权限内，综合考虑违

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危害程度等因素，对拟适用的

行政处罚进行综合裁量的权限。

第四条行使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处罚法

定、公开公平、罚责相当、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确保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合法、合理和公正。

第五条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作出行政处罚，应当保障行政
相对人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履行告知

义务，依法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

第六条为限制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随意行使，按

照交通违法行为的性质、手段和危害后果，将行政处罚裁量

等级划分为轻微、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五级。

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不予行政处罚：

（一）不满 14 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发生违

法行为的；

（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四）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五）证据不足，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

（六）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

对依法不予处罚的当事人，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应当登记。

第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予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二）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三）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四）在共同违法行为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

（五）涉案财物或者违法所得较少的；

（六）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七）其他依法予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第九条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从重处罚：

（一）情节恶劣，危害后果较重的；



（二）转移、隐匿、销毁违法证据、故意隐瞒事实弄虚作假

或者有其他妨碍执法行为的；

（三）不听执法人员劝阻或者不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取证，继

续实施违法行为的；

（四）以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抗拒执法的；

（五）扰乱交通管理秩序，且因此引发群体事件的；

（六）多次实施违法行为，且屡教不改的；

（七）群众多次举报，严重扰乱交通管理秩序的；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交通运输行政处罚案件涉及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集
体研究决定：

（一）减轻行政处罚的；

（二）认定事实和证据争议较大的；

（三）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异议的；

（四）上级交办、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等社会影响较大的违
法行为；

（五）对五千元以上罚款以及情况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

（六）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的；

（七）对于决定适用听证程序作出的行政处罚或者作出从重



处罚的；

（八）其他重大、复杂案件。

第十一条集体研究决定的案件实行登记制，案件的具体情节、

研究过程和处理决定均应详细记录在案，参会成员均应在讨
论笔录上签字，并收入执法案卷。

第十二条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在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
权时，应当充分听取并复核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和提出的证

据，有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不予处罚情节的，应当在违

法行为调查报告中予以说明。不得因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

第十三条案件调查机构（人员）对调查的案件，应当依照法

律、法规、规章及本规则提出行政处罚建议，并对行政处罚
的裁量幅度和处理方式说明理由。办案机构建议采取不予处

罚、减轻处罚、从轻处罚、从重处罚的，都要说明理由并附

相应的证据材料。如未说明理由并附相应的证据材料，或者
相应的证据材料不足，审核机构应作退卷处理或者要求办案

机构作补充说明。经审查，认为所建议的处罚档次，缺少必

要证据证明，应当要求调查机构（人员）补充调查有关证据。

审核机构（人员）在对调查机构（人员）提出的处罚建议

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的基础上，提出核查意见，
按程序报批。涉及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情形的，应进行集体研

究决定。

第十四条当事人违法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交司

法机关处理。

第十五条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执照、对

非经营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以 500 元以上、法人或其他

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 1000 元以上，对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
为处以 10000 元以上的罚款，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依法举行听证。

第十六条 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实行备案制
度。行政执法机构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证照、5000 元以

上罚款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在作出重大行政处罚决定之日

的次日起 15 日内报上一级交通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当事人对作出的交通运输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八条当事人认为办案人员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可

以申请办案人员回避，申请回避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申请，也
可以是书面申请，用口头方式申请回避的，应当予以记录。

第十九条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主动回避：

（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近亲关系的；

（二）与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的；

（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回避的。

第二十条 办案人员的回避，由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负责人
决定；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负责人的回避由上一级主管部

门负责人决定。执法单位应在 3日内决定办案人员是否回避。

回避决定做出之前，办案人员不停止对案件的调查处理。

第二十一条同意当事人的回避申请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

构应当制作并送达同意回避决定书；不同意当事人回避申请
的，应当制作并送达驳回申请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告知当

事人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实行公开制度。《青海



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和基准（试行）》

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三条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应当建立交通运输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监督制度。上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应当

不定期对下级部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要进行监督，发现
行使不当的，有权责令纠正。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内部法

制机构应当对本单位行使自由裁量权情况进行监督，并定期

对行政处罚案件进行评查，发现裁量权行使不当的，应当主
动纠正。

第二十四条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对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
量权进行监督的内容包括:

（一）是否按照公布的适用规则和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行
使行政处罚权;

（二）是否随意确定处罚种类和罚款数额;

（三）是否对同一性质的案件作出不同处罚;

（四）执法程序、文书的执行与运用是否符合行政处罚自由

裁量权行使的要求;

（五）是否及时纠正不当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六）其他依法需要监督的内容。

第二十五条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对行

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监督:

（一）开展行政处罚案卷评查;

（二）通过日常监督检查或者开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专项



检查;

（三）受理群众对行政处罚案件的举报;

（四）开展行政执法评议考核;

（五）通过行政复议审查;

（六）根据行政诉讼案件判决结果的反馈。

第二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机构

及其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处罚活动，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
对滥用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关规定的行为有权

通过“12328”交通运输服务热线控告或者检举。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执法过错，依照相关规

定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一）因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不当，造成行政处罚决定

被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

（二）因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不当，造成行政处罚决定

被复议机关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违法的；

（三）行政处罚案件在行政执法检查中被确认为自由裁量权

行使严重不当的；

（四）因行使自由裁量权不当，引起当事人投诉并查实，造

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第二十八条 本规则作为交通运输行政处罚的具体操作规定，

不作为执法文书中直接引用的法律依据。

第二十九条同一违法行为，违反了不同法律规范，在适用法



律时应当按照顺序，遵循下列原则：

（一）效力层次高的法律规范优先适用；

（二）法律规范效力相同，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特别规

定；

（三）法律规范效力相同，生效时间有先后的，生效时间在

后的优先适用。

第三十条 本《规则（试行）》所称“多次”是指三次以上。

《基准（试行）》所称“以上”、“以下”、“以内”均包含本
数。个别违法行为情形已注明的除外。

第三十一条 本规则和《裁量基准》由青海省交通运输厅负责
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则自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附本规则同时
下发《青海省公路路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青

海省道路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试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