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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概述与特点



行政执法定义
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过程中，依照

法定程序和规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进行行政管理的活动。

行政执法作用
行政执法是保障法律法规有效实施、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手

段，具有强制性、权威性和执行性等特点。

行政执法定义及作用



行政执法基本原则

合法性原则

行政执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进行，确保行政行为的合

法性。

公正性原则

行政执法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

的原则，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

免行政权力的滥用。

合理性原则

行政执法应当遵循合理、必要的原则

，根据行政管理的实际需要，选择适

当的执法方式和措施。

效率原则

行政执法应当高效、便捷，及时完成

执法任务，降低执法成本，方便当事

人和社会公众。



行政执法种类与形式

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

停业、吊销许可证等，是行政机关对违法行

为人的一种制裁措施。

行政处罚

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

机关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强制手段，以

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

是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进行裁决的活动，具

有法律效力。

行政强制

是行政机关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对特定

活动进行批准的行为，如环保许可、营业执

照等。

行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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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手段不断创新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行政执法手段

也越来越多样化，如电子监控、大数

据分析等。

跨部门协作更加紧密
行政执法涉及多个部门的职责和利益，

需要各部门之间加强协作和配合，形

成合力。强调程序正当性
现代行政执法越来越注重程序的正当

性，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执

法过程中的随意性和不公正。

多元化执法主体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执法主体

越来越多元化，包括政府部门、法律

法规授权的组织等。

当代行政执法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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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法律依据与程序



行政执法法律体系介绍

行政执法法律体系
行政执法法律体系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以宪法为核心，包括行政法、

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在内的，调整行

政执法活动的法律规范总称。

行政执法法律体系的作用
行政执法法律体系为行政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规范了行政

执法的行为，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执法概念及特点
行政执法是指行政主体依照行政执法程序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具体事件进行处理并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与义务的具体行政法律行为。

其具有主体特定性、职权性、主动性、行政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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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章的概念
法律法规规章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和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包括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等。

法律法规规章解读

法律法规规章的效力等级
法律的效力最高，其次是行政法规，再次是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当它们之间发生冲突时，

应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进行解决。

法律法规规章在行政执法中的应用
行政执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确保执法的合法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同时，执法人员应

熟练掌握和准确理解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确保执法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行政执法程序的概念
行政执法程序是指行政执法主体在实施行政执法行为时，必须遵循的步骤、方式和方法的总称。

行政执法程序的基本原则
包括合法性原则、公正原则、公开原则、效率原则等。这些原则是指导行政执法程序制定和实

施的重要准则，也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依据。

行政执法程序的主要内容
包括立案、调查取证、听证、决定、送达、执行等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了行政执法的完整流程，

确保了执法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执法人员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

定，对涉嫌违法的事实进行调查核实，

确认其是否构成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的认定

违法行为处理程序

对于确认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应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采取相应的

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措施进行处

理。同时，应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如申辩权、听证权等。

违法行为的处理

执法人员应将违法行为的处理情况记录

在案，并按照规定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

以便进行监督和管理。同时，应确保记

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以备日后查阅和

作为证据使用。

违法行为的记录
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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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收集、审查与运用技巧



证据种类及其在行政执法中应用

实物证据

包括作案工具、赃款赃物、

违法所得等，具有直接证

明力。

文书证据

如合同、账单、记录等，

可以证明案件相关事实。

证人证言

当事人、目击者等提供的

口头或书面陈述，需注意

真实性和可信度。

电子数据

如电子邮件、短信、录音

录像等，具有易复制、易

篡改等特点。



对现场进行详细查看，发现、提取和固定证据。

现场勘查

聘请专业机构对特定事项进行鉴定，如笔迹、痕迹等。

委托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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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其陈述和辩解，获取相关信息。

询问当事人

确保证据不被泄露、篡改或毁损，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保密原则

证据收集方法和注意事项



证据必须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形式

和程序。

合法性

证据审查判断标准与原则

证据应真实反映案件事实，不受主

观因素影响。

客观性

证据应与案件事实有紧密联系，能

够证明相关事实。

关联性
证据应足够充分，能够形成完整的

证明体系。

充分性



认定案件事实
证据是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能

够证明案件事实。

衡量法律适用
根据证据判断案件性质、情节和

后果，确定法律适用。

保障公正裁决
公正、客观地审查和运用证据，

保障行政裁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

促进依法行政
加强证据意识，提高依法行政水

平，预防和减少行政争议。

证据在行政决策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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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裁量权行使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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