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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相对人法律风险防控制度（试行）

为改进执法方式，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全县公

安机关服务型行政执法水平，促使行政相对人积极预防、主动

纠正违法行为，有效化解行政相对人被处罚风险，制定本制度。

一、风险等级划分

（一）高风险违法等级。属于最大风险等级，主要包括：

实施重大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的违法行

为或者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行业易发、高发、多发的

违法行为。

（二）低风险违法等级。属于一般风险级别，主要包括：

适用简易程序实旅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违法行为轻微，经

行政指导能及时纠止，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偶发、

少见的违法行为或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需要包容审慎监管

的行为。

（三）中风险违法等级。属于较大风险，指除了高风险

和低风险之外的其他违法行为。

二、工作流程

（一）梳理违法风险点。行政机关对近年来行政管理中

发现的违法行为和已办结的行政执法案件(行政处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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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等)进行梳理分析，找出行政相对人的违法风险点，根

据违法行为表现形式、危害后果、发生的概率等划分风险等

级。行政机关可以结合执法职责，分批次或者分等级进行梳

理，先梳理社会公众关注度高的违法风险点，也可以按照时

问、地域、行为等对违法风险点进行分类。

（二）制定防控措施。行政机关通过综合分析违法行为

产生的主要原因，结合实际制定防控措施，防控行政相对人

违法风险。主要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两方面分析违法行

为产生的原因。1、行政机关。例如：执法理念落后，不能

将行政指导融入行政管理、行政执法的全过程，管理水平低；

执法目的不当，监管不到位、不作为，懈怠性执法、选择性

执法；执法不公、处罚不力；制度不完善，规划不合理，等

等。2、行政相对人。例如：法治观念淡薄，违法成本低，

经济利益驱动，侥幸心理，疏忽大意，等等。

行政机关根据不同原因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控措施。例

如：经分析 XX 路违法停车高发，直接原因是因为附近某小

区属于老旧小区，停车位紧缺、停车难。制定防控措施：一

是建议。建议有关部门结合老旧小区改造，对现有停车位进

行更新改造，增加供给。二是疏导。会同有关部门，因地制

宜在小区周边道路路内设置夜间限时停车泊位，引导居民在

规定的时间和位置有序停车。三是警示。在夜间限时停车泊

位设置警示牌，同时，加大巡查力度或加装电子抓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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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处罚超时停车、不按规定区域停车行为，将警示与处罚

相结合。

（三）充分征求意见。行政机关要按照《重大行政决策

程序暂行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

行政规范陛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

的通知》（国办发【2019】9 号）等相关规定，在梳理违法风

险点、制定防控措施过程中，充分征求意见建议。

（四）分批公布宣传。行政机关要按照“成熟一批、公

布一批”的原则将梳理的违法风险点（含风险等级）、行政

处罚和行政强制等依据（含裁量标准）、防控措施、责任单

位等清单，及时通过便于行政相对人知晓的有效途径分批发

布，并采取实地走访、现场宣讲、制作播放微视频（微电影、

微动漫）等方式大力宣传，让行政相对人广泛知晓、深入了

解。

（五）深化行政指导。行政机关要认真组织行政执法人

员落实防控措施，在日常管理、行政执法过程中，根据风险

等级，提前介入、主动提醒，及时灵活实施行政指导，最大

限度地防控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有条件的可通过互联网、

大数据，分析识别、自动预警、主动介入。

（六）注重分析评估。行政机关应当定期从违法行为数

量的增减、行政相对人法律遵从度和社会公众满意度的高低

等方面，对法律风险防控制度实施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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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明显的编制典型案例广泛宣传，对不适宜的及时修订完

善。



宝丰县公安局行政相对人违法风险点防控措施

序号 违法风险点 级别 违法行为 防控措施 备注

1 违规停放机动车 高
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
现场。

加强违规停放机动车道提醒、劝导，落实非主干道违规停车短信提醒限时挪车
工作制度；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2 超速行驶 高 机动车超过规定行驶速度的。
对进入限速区域的提示标志、道路限速标志全面排查，确保标志清晰醒目；进
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强化超速危害后果警示作用。

3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通

行规定
高

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违反禁止标线指示

、信号路口闯红灯、进入导向车道不按导向车
道指示的方向行驶、逆向行驶、开车拨打接听

手持电话等违反通行规定的行为。

进一步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强化柔性执法，切实发挥交通劝导站劝导
作用，严格落实首违不罚制度；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全面排查、整

改，确保标志、标线清晰、醒目。

4
无有效机动证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
中 未取得有效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

开展多种形式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强化违法警示教育作用；加大办证规劝工
作，指导其及时办理相关驾驶证件。

5
（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
中

违反道理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饮酒后驾驶机
动车，或者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

次饮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加大对酒驾违法行为人的回访，指导纠正错误，巩固执法效果，减少再次饮酒
违法数量；加大法律宣传，进一步强化警示教育作用。

6
不按规定登记住宿旅客信

息
低

旅馆业工作人员对住宿的旅客不按规定登记姓
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的行为。

进一步加强行政指导工作，经常性提示、提醒旅馆经营者及从业人员如实登记
、上传住宿旅客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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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落实重点目标反恐防范

应对措施
低

反恐重点目标单位未制定预防和应对处置恐怖

活动预案、措施；未建立反恐怖主义工作专项
经费保障制定，或者未配备防范和处置设备、

设施的；未落实工作机制或者责任人员的；未

对重要岗位人员进行安全背景审查，或者未将

有不适合情形的人员调整工作岗位的；对公共
交通运输工具未依照规定配备安保人员和相对

应设备、设施的；未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

息系统值班监看、信息保存使用、运行维护等

管理制度的。

加强反恐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培训，指导重点目标单位制定、完善反恐防范应对

措施；强化监督检查，对发现的隐患，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整改。

8
不落实单位内部治安保卫

措施
低

违反国家关于公安机关对企事业单位内部治安

保卫的有关规定、不落实内部治安保卫措施，
造成公民人身伤害公私财产损失或者严重威胁

公民人身安全、公私财产损失或者公共安全，

尚不够刑事处罚。

进一步加强行政指导，指导企事业单位制定、完善内部治安保卫制度；进一步
强化引导和提示，促使企事业单位加强注意和警惕，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提升

企事业单位风险防控防控意识。

9

非法制造、买卖、储存、

运输、邮寄、携带、使用
、提供、处置危险物质

中

违反国家规定，制造、买卖、储存、运输、邮

寄、携带、使用、提供、处置爆炸性、毒害性

、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
险物质。

进一步强化行政指导、培训，引导相对人规范处置危险物质，进一步加强法制

宣传，强化警示教育作用。

10
未按规定核对登记上网消

费者有效身份证件
低

未核对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未登记

上网消费者的有效身份证件就为其提供上网服
务。

加强对网吧经营者及从业人员的行政指导，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教育，强

化提示、提醒，促使其加强注意和警惕违法。

11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中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尚未不够刑事处罚的。
强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依托警司联调机制，深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加强法

制宣传，强化违法警示教育作用。

12 故意损毁财物 中 故意损毁公私财物，尚未不够刑事处罚的。 提前摸排化解矛盾纠纷；强化法制宣传，强化警示教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