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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提升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监管能力，

规范执法程序、明晰执法职权、严肃法律责任，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以下简称“粮食和储备局”）结合工作实际，研究起草

了《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办法》的必要性

当前，粮食和物资储备系统机构设置、职责职能、法律权力、

执法形势都发生了较大变化，需要加快建章立制进程，完善行政

执法相关配套制度办法，以适应行政执法需要，进一步提升依法

执法水平。

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作了重大修订，粮食流通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发生较

大变化，特别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后，粮食流通行政处

罚的种类、幅度、范围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必要制定《办法》，

以遵循、适应上位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二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的通知》（国发〔2021〕26 号）明确要求，要结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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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制定、修订行政处罚配套制度，建立健全管辖争议解决机制；

建立健全立案制度、完善立案标准，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

按规定及时立案并严格遵守办案时限要求，确保案件得到及时有

效查处；全面推行行政裁量基准制度，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确保过罚相当，防止畸轻畸重。制定《办法》可进一步规范粮食

流通行政执法行为。

三是，现行《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国粮检〔2004〕

230 号）、《粮食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程序（试行）》（国粮检〔2005〕

31 号）已适用十多年，不能适应当前工作实际需要。制定《办

法》有利于更加规范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开展行政执法。

四是，国家机构改革后，粮食和储备局各垂直管理局承担起

中央储备监管职责，中央储备粮和其他中央事权粮食行政执法主

体发生重大变化。制定《办法》有助于明晰界定各级粮食和物资

储备部门在相关方面的执法职责，压实行政执法主体责任。

五是，随着粮食购销、储备市场主体更加多元化，粮食流通

行政执法对象和行政相对人发生重大变化。制定《办法》有助于

适应粮食流通行政监管体制机制需要，不断提升依法治粮水平。

二、制定依据

《办法》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

定。

三、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是，解决上位法律法规以及《粮食和物资储备执法督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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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规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等下位

规范性文件之间的衔接问题，进一步健全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制度

体系。

二是，明晰各级各有关单位在中央储备粮和其他中央事权粮

食行政执法工作中的行政执法主体责任，进一步厘清垂直管理

局、地方粮食和储备部门职责。

三是，明确粮食和储备部门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应当立案事

项，提供更强可操作性。增加查封扣押、立案调查、责任追究等

内容，进一步压实行政执法人员相关责任，努力确保行政执法工

作在制度框架内进行。

四、起草过程

粮食和储备局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当前粮食流

通工作实际，研究论证了《办法》起草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拟解

决的主要问题，明确了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经广

泛讨论后，起草形成了《办法》初稿。2021 年 7 月以来，粮食

和储备局先后发函征求了各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局）、

粮食和储备局各垂直管理局,中储粮集团、中粮集团、中国供销

集团、中化集团等涉粮央企，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等相关部门意见。对各

方面反馈的意见，粮食和储备局深入研究、充分吸收，采纳了合

理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办法》。

五、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总则、管辖、立案调查、查封扣押、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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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责任追究、附则等七章，涵盖了当前粮食流通行政执法

工作的主要方面，可以为行政执法主体和工作人员提供基本规范

和具体依据，也能够更好保障行政执法对象和行政相对人合法权

益。

（一）总则。主要包括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行政执

法人员要求、行政执法职权等内容。

（二）管辖。主要包括各级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管理部门行

政执法职责范围划分，以及中央政府储备粮及其他中央事权粮食

监管及行政执法职责划分等内容。

（三）立案调查。主要包括应当立案的情形，以及包括调查

取证、证据收集、鉴定检测、结果审核等内容。

（四）查封扣押。主要包括查封扣押禁止性规定、程序、保

管责任、时限、解除情形等内容。此部分主要依据行政强制法相

关规定制定。

（五）行政处罚的决定。主要包括一般规定、简易程序、普

通程序、听证程序等内容。此部分严格依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

表述，仅在行政执法主体等表述方面作了具体化处理，以保证《办

法》合法合理。

（六）责任追究。主要包括行政执法人员违规违纪违法责任

追究规定、涉嫌违纪违法移送规定等内容。

（七）附则。包括计量相关规定、文件解释权以及拟废止的

相关规范性文件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