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解读 

一、起草背景 

2022 年 7月 29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

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对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

度，规范行使行政裁量权，更好保护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提出了具体要

求。2022 年 12月 30 日，中国气象局印发了《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中

气规发〔2022〕1号），依照管理种类分门别类地细化了违法情形和处罚裁量标

准。2023 年 4 月 17 日，中国气象局印发了《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管理办法》，

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制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进行了具体

要求。2023年 6月 27 日《河北省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办法》（河北省人

民政府令〔2023〕第 2号）公布，要求行政裁量权的基准的制定和管理，应当坚

持法制统一、程序公平合理、高效便民的原则。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结合我省气象法治工作实际，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立改废情况，结合我省地方性法规、规章，在《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我省的裁量权基准，形成了《河北省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以下简称《基准》)。 

二、起草依据 

《基准》起草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以及《河北省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23〕

第 2号）、《中国气象局关于印发〈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通知》（中气

规发〔2022〕1号）、《中国气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管理办

法的通知》（气办发〔2023〕19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三、制定过程 

2023 年 6月起，河北省气象局组建起草组对《基准》修制订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进行了充分研究，对现行有效的气象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了全面梳理，于

2023年 10月形成了《基准（征求意见稿）》并征求了各市气象局、雄安新区气

象局以及省气象局相关单位意见和建议。11 月，通过河北省气象局官方网站公

开征求意见。11月底，由省内外 5名专家组成专家组进行了论证。起草组对反

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修改形成了《基准（送审稿）》。2023年 12 月 20日，

《基准（送审稿）》通过了合法性审核。2024 年 2月 23日，《基准（送审稿）》

通过河北省气象局领导班子集体审议，形成了《河北省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四、主要内容及说明 

（一）《基准》主要内容 

为了与中国气象局《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有效衔接，在《气象行政处

罚裁量权基准》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我省《基准》共分七大类，即“气象设施和



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类”“雷电防护管理类”“升放气球管理类”“气象信息服务

管理类”“气象数据管理类”“涉外气象探测管理类”和“其他类”。每一种类

别根据违法行为，列出处罚依据、违法程度、违法情形和裁量标准。按照具体违

法行为，《基准》共细分为 78项内容。 

中国气象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的《气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按照违法行为总共设置了 69项。我省《基准》除涵盖中国气象局设置的

69项外，根据我省地方性法规、规章另外增加 9项内容，即在“雷电防护管理

类”中增加“投入使用后的雷电防护装置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检测”1项违法行为，

在“气象数据管理类”中增加“开展气象探测活动向所在地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

构提供虚假备案材料”“超出备案范围进行气候资源探测”2项违法行为，在“涉

外气象探测管理类”增加“境外组织和个人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气候资源探测站

（点）”“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建设单位向未经批准的境外组织和个人提供、

泄露气象资料”2项违法行为，在“其他类中”增加“伪造或者擅自涂改气候可

行性论证报告”“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建设项目未论证”“委托不具备气

候可行性论证能力的机构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与未经批准的境外组织和个人

进行联合开发”4项违法行为。另外，在 9项违法行为的处罚依据中增加了 12

条河北省地方法规、规章依据。 

（二）其他说明 

1.关于裁量类别。《基准》将气象行政处罚事项分为“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类”、“雷电防护管理类”、“气象信息管理类”等 7大类，梳理处罚

行为 78 项。对行政处罚不能细化、量化的条、款、项，不予摘录；对于部分已

不符合现行管理要求的行政处罚条款，也不纳入《基准》。 

2.关于裁量等级。气象违法行为的情形分为情节轻微、情节较轻、情节较重、

情节严重四个等级。针对每种违法行为，《基准》根据实践中具体情形，作出了

二至四个等级的划分。 

3.关于裁量因素。《基准》综合考量违法事实、性质、发生时间、连续或持

续状态、危害程度、危害后果，以及主观故意情节等，确定了违法情形和对应的

处罚裁量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