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抚松县气象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部门（公章）：抚松县气象局

序
号

实施主体
基本编码
（主项）

事项名称
（主项）

基本编码
（子项）

事项名称
（子项）

事项类别
行使层
级

设定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行政处罚24项

1 气象局
危害气象设施
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修订)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侵占、损毁
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的；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2016年修订)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违反本条
例规定，危害气象设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逾期拒不恢复原状或者采取
其他补救措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依法申请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
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个人处100元以
上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
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
2007年修订）第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侵
占、损毁或者擅自移动预警信号专用传播设
施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追究法律
责任。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危害气象设施的违法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 气象局
危害气象探测
环境行为的处

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修订)
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
他补救措施，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在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动
的。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2016年修订)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条例
规定，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由气象主管机
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或者恢复原
状，情节严重的，对违法单位处2万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逾期拒不拆除或者恢复原
状的，由气象主管机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违法

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3 气象局

使用不符合技
术要求的气象
专用技术装备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修订)第
三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使用不符合技术要
求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造成危害的，由有
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使用不符合技术要求的气

象专用技术装备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 气象局
违法进行涉外
气象探测活动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2006年
修订）第二十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拆除非法探测设施，收缴非法获取
的气象资料，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
（点）的；（二）超出批准布点数探测的；
（三）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气象探测工作造成
影响的；（四）未经批准变更探测地点、项
目、时段的；（五）超过探测期限进行探测
活动的；（六）自带或者使用的气象探测仪
器设备未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自
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组织检查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法进行涉外气象探测活

动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5 气象局

非法发布气象
预报、灾害性
天气警报、气
象灾害预警信

号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6年修订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
害性天气警报的；（二）广播、电视、报纸
、电信等媒体向社会传播公众气象预报、灾
害性天气警报，不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
气象台站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的；（三）从
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进行工程建设项
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使用的气象资料不
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非法发布气象预报、灾害

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违法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6 气象局

非法向社会传
播气象预报、
灾害性天气警
报、预警信号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6年修订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向
社会传播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
不使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提供的
适时气象信息的；
2.《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0年修订）第
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
罚：（二）广播、电视、报纸、电信等媒体
未按照要求播发、刊登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
象灾害预警信号的；（三）传播虚假的或者
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的灾害性天气信息和气象
灾害灾情的。
3.《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
2007年修订）第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
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八条的规
定追究法律责任：（二）广播、电视等媒体
和固定网、移动网、因特网等通信网络不使
用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提供的实时
预警信号的。
4.《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2015
年修订）第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
罚款：（二）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不使用当
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提供的最新气
象预报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非法传播气象预报警报信

息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7 气象局
违反气象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
第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
以下罚款，处罚结果纳入气象信息服务单位
信用信息统计系统并向社会公示：（二）从
事气象信息服务，逾期未向所在地的省、自
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备案的或提供虚
假备案材料的；（四）冒用他人名义开展气
象信息服务的、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
益的”；第十九条“外国组织和个人未经气
象主管机构批准，擅自从事气象信息服务活
动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气象信息服务管理规

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 气象局
违反气候可行
性论证管理规

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2008年修
订）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不具备气候
可行性论证能力的机构从事气候可行性论证
活动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
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第
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进行通
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出具虚
假论证报告的；（四）涂改、伪造气候可行
性论证报告书面评审意见的”；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项目建设单位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
）应当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的建设项目，未
经气候可行性论证的；（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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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

规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9 气象局

开展气象探测
活动未备案或
未按规定汇交
气象探测资料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15年修订）
第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3万元
以下罚款，处罚结果纳入气象信息服务单位
信用信息统计系统并向社会公示：（三）开
展气象探测活动，未向设区的市级以上气象
主管机构备案，或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汇
交所获得的气象探测资料的。

1.立案责任：发现开展气象探测活动未备案或未

按规定汇交气象探测资料的行为，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0 气象局
使用不符合规
定气象资料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06年修订）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从事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进行工
程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时，使用的气
象资料不符合国家气象技术标准的。

1.立案责任：发现在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气候可

行性论证、气象信息服务中涉嫌使用不合规定的

气象资料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1 气象局
违反气象资料
使用规定的处

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2001年发布）
第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其改正，给予
警告，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停止向其提供气象资料：（一）将所获得
的气象资料或者这些气象资料的使用权，向
国内外其他单位和个人无偿转让的；（二）
将所获得气象资料直接向外分发或用作供外
部使用的数据库、产品和服务的一部分，或
者间接用作生成它们的基础的；（三）将存
放所获得气象资料的局域网与广域网、互联
网相连接的；（四）将所获得气象资料进行
单位换算、介质转换或者量度变换后形成的
新资料，或者对所获得气象资料进行实质性
加工后形成的新资料向外分发的；（五）不
按要求使用从国内外交换来的气象资料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气象资料使用规定的

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2 气象局

将所获得的气
象资料有偿转
让或用于经营
性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气象资料共享管理办法》（2001年发布）
第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将所获得的气象
资料或者这些气象资料的使用权，向国内外
其他单位和个人有偿转让的，由有关气象主
管机构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向其提供
气象资料；第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将通
过网络无偿下载的或按公益使用免费获取的
气象资料，用于经营性活动的，由有关气象
主管机构责令其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向其提供
气象资料。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将所获得的气象资料有偿

转让或用于经营性活动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3 气象局
违反涉外气象
资料管理规定
活动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2006年
发布）第二十一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收缴非法获取的气象资料，给予
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一）
向未经批准的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提供气
象探测场所和气象资料的；（二）境外组织
、机构和个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以非
法手段收集、窃取气象资料的；（三）未按
照规定向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汇交气象探测原
始资料的；（四）转让或者提供气象探测资
料及其加工产品给第三方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涉外气象资料管理规

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4 气象局
违反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规定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不具备省、自
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条件实施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或者实施人工影响天
气作业使用不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要求
的技术标准的作业设备的，由有关气象主管
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2.《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2002年发布
）第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危险
物品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
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
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取消作业资
格；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一
）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
的；（二）未按照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实
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

定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使用规定的违法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5 气象局

违反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设备
使用规定的处

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修订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不具备省、自
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资格条件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或者实施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使用不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
要求的技术标准的作业设备的，由有关气象
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
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2.《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2002年发布
）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
品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
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
，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取消作业资格
；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
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转让给非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单位或者个人的；（五）将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设备用于与人工影响天气无关的
活动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

定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使用规定的违法行为

，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6 气象局
违反施放气球
资质管理等规

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2004年发布）第二
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处3万元以下罚款；给
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涂改、伪
造、倒卖、出租、出借《施放气球资质证》
或者许可文件的。；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
规定，未取得施放气球资质证从事施放气球
活动，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
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施放气球资质管理等

规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7 气象局
违反施放气球
安全管理等规

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2003年发布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升放无人驾
驶自由气球或者系留气球，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气象主管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职责
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
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造成重大事故或
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
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升放的；（二）未按照
批准的申请升放的；（三）未按照规定设置
识别标志的；（四）未及时报告升放动态或
者系留气球意外脱离时未按照规定及时报告
的；（五）在规定的禁止区域内升放的。”
2.《施放气球管理办法》（2004年发布）第
二十九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重大事故或者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
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二）违反施放气球技术规
范和标准的；（三）未指定专人值守的；（
四）施放系留气球未加装快速放气装置的；
（五）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使用无《施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施放气
球的；（六）在安全事故发生后隐瞒不报、
谎报、故意迟延不报、故意破坏现场，或者
拒绝接受调查以及拒绝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
的；（七）违反施放气球安全要求的其他行
为。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施放气球安全管理等

规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8 气象局

安装不符合使
用要求的雷电
灾害防护装置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修订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安装不符合使
用要求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的，由有关气象
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使用不符合
使用要求的雷电灾害防护装置给他人造成损
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3年发布）第
三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
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使用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防雷装置或者产
品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安装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雷

电灾害防护装置的违法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9 气象局
违反防雷资质
管理等规定的

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7年修订）第
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5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一）无资质或者超越资质许可
范围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
2.《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3年发布）第
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伪造、倒卖、出租、出借、挂靠
资质证书或者许可文件的；第三十四条（一
）、（二）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
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
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一)不具备防雷装置检测资质，
擅自从事相关活动的；(二)超出防雷装置检
测资质等级从事相关活动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防雷检测、设计、施

工资质等管理规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

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 气象局

违反防雷装置
设计审核、竣
工验收等管理
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
2011年发布）第三十二条违反本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
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一）涂改、伪造防雷装置设计
审核和竣工验收有关材料或者文件的；（二
）向监督检查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
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
料的；（三）防雷装置设计未经有关气象主
管机构核准，擅自施工的；（四）防雷装置
竣工未经有关气象主管机构验收合格，擅自
投入使用的。
2.《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3年发布）第
三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
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三)防雷装置设计未经当地气象主
管机构审核或者审核未通过，擅自施工的；
(四)防雷装置未经当地气象主管机构验收或
者未取得验收文件，擅自投入使用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防雷装置设计审核、

竣工验收等管理规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

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1 气象局
违反防雷装置
安装、检测管
理规定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7年修订）第
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或者其他有关
部门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5万元
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二）在雷电防护装置检测中弄
虚作假的。”
2.《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3年发布）第
三十五条（一）、（三）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
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
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一)应当安装防雷装置而拒
不安装的；(三)已有防雷装置，拒绝进行检
测或者经检测不合格又拒不整改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违反防雷装置安装、设计

、施工、检测管理规定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

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2 气象局
重大雷电灾害
事故隐瞒不报

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3年发布）第三
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
对重大雷电灾害事故隐瞒不报的。

1.立案责任：发现涉嫌重大雷电灾害事故隐瞒不

报的行为，予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3 气象局

行政许可申请
人隐瞒有关情
况或者提供虚
假材料申请行
政许可的处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施放气球管理办法》（2004年发布）第二十四条申

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或者

施放活动许可的，认定机构或者许可机构不予受理或者

不予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单位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

请资质认定或者施放活动许可。

2.《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3年发布）第三十一条申

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设

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的，有关气象主管机构不予受理或

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单位在一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资质认定。；第三十三条（二）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

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

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机

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供反映其活

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3.《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2011年发布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向监督检查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

拒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1.立案责任：发现行政许可申请人涉嫌隐瞒有关

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为，予

以审查，决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4 气象局

被许可人以欺
骗、贿赂等不
正当手段取得
行政许可的处

罚

行政处罚
市级、
县级

1.《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
2011年发布）第三十一条申请单位以欺骗、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
收的，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给予警告
，撤销其许可证书，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2.《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3年发布）第
三十二条被许可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资质、通过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
的，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给予警告，
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已取得资
质、通过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的，撤销其
许可证书；被许可单位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资质认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3.《施放气球管理办法》（2004年发布）第
二十五条被许可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
手段取得资质或者施放活动许可的，认定机
构或者许可机构按照权限给予警告，可以处
3万元以下罚款；已取得资质或者施放活动
许可的，撤销其《施放气球资质证》或者施
放活动许可决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1.立案责任：发现被许可人涉嫌以欺骗、贿赂等

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为，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与当

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调查时应出示

执法证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员应保

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审理案件调查报告，对案件违法事

实、证据、调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方面进行审查

，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书面告知

当事人违法事实及其享有的陈述、申辩、要求听

证等权利。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违法事

实和证据、处罚依据和内容、申请行政复议或提

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

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依照行政处罚决定，依法强制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一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举报、控告的气象违法行为或者移送的气象违法案件，应当予
以审查，并在7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2.《《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气象主管机构对立案的气象
违法案件，必须指定专人负责，及时组织调查取证。调查取证时，执
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 气象法制机构或者气象机构负
责人应当对案件的以下内容进行审查；（一）违法事实是否清楚；（
二)证据是否确凿；（三）调查取证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四）适用
法律是否正确；（五）处罚种类和幅度是否适当；（六）当事人陈述
和申辩的理由是否成立。
4. 《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九条 气象主管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之前，应当填写行政处罚告知书，书面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
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5.《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条 对于依法决定给予气象行政处罚
的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制作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并报气象主管机构
负责人批准后送达当事人。
6.《气象行政处罚办法》第三十三条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气象主管
机构应当在作出处罚决定之日起7日内，将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
当事人，并根据需要将副本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7.《气象行政处
罚办法》第38条 气象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作出后，当事人应当在处罚
决定书确定的期限内，履行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的，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气象主管机构对当事人逾期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1项

25 气象局
限期恢复原状
、限期拆除 行政强制

市级、
县级，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修订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
救措施，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侵占、损毁或者未
经批准擅自移动气象设施的；(二)在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危害气象探测环境活
动的。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2016年修订）第二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危害气象设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停止
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逾期拒不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
措施的，由气象主管机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并对违法单位处1万元以上5万元
以下罚款，对违法个人处100元以上1000元
以下罚款；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第二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
危害气象探测环境的，由气象主管机构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拆除或者恢复原状，情
节严重的，对违法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罚款；逾期拒不拆除或者恢复原状的，由
气象主管机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催告责任：审查当事人是否逾期拒不恢复
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逾期拒不恢
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依法下达
催告通知书，催告履行义务以及履行义务期
限、方式和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
2.决定责任：对未采取恢复原状或采取拆除
措施的，依法作出限期恢复原状或限期拆除
的决定。
3.执行责任：对拒不履行的，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4.事后监管责任：对恢复原状或拆除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通报、报告
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解决措施。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
先催告当事人履行义务。
2.《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经催告，当事人逾期仍不履行行政决定
，且无正当理由的，行政机关可以作出强制执行决定。
3.《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第三款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
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
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经催告仍不履行的，在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
已经采取查封、扣押措施的行政机关，可以将查封、扣押的财物依法
拍卖抵缴罚款。
4.同上一条。

行政检查10项

26 气象局

对气象设施和
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工作的监

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2016年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各级气象主
管机构应当加强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的日常巡查和监督检查。各级气象主管
机构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要求被检查
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问题
作出说明；（三）进入现场调查、取证。

1.检查责任：组织开展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保护的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查或根据
举报提供的线索进行检查。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
改正。跟踪改正落实情况，拒不改正的，依
法查处。应当由其他部门查处的，通报有关
部门查处；有关部门未及时查处的，直接报
告、通报地方政府，责成有关部门查处。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各级气象
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日常巡查和监督
检查。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现场调查、取证。
2.《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应当由其他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
，应当通报有关部门进行查处。有关部门未及时查处的，各级气象主
管机构可以直接通报、报告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查处
。
3.同上一条。

27 气象局
对行业气象台
站气象工作的

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修订）
第五条第二款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所属的
气象台站，应当接受同级气象主管机构对其
气象工作的指导、监督和行业管理。

1.检查责任：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对行业
气象台站执行气象标准、规范、规程等情况
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
限期改正。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
关部门定期组织对气象台站执行气象标准、规范、规程等情况的监督
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限期改正。
2.《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依法提请当地人民政府或者上级
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
（一）未遵守国家制定的气象标准、规范、规程的；
（二）逾期未向当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备案的。
3.《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第二十条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会同有
关部门定期组织对气象台站执行气象标准、规范、规程等情况的监督
检查，对不符合规定的，限期改正

28 气象局

对气象专用技
术装备的购买
和使用情况的

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
2006年发布）第十八条第二款地方各级气象
主管机构应当对气象业务使用的气象专用技
术装备的购买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
将检查情况逐级报告上级气象主管机构。

1.检查责任：组织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的购买
和使用情况的定期检查，将检查情况逐级报
告上级气象主管机构。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
限期改正。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第十七条国务院气象主管
机构或者其委托的单位应当对被许可人生产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进行
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监督检查。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的购买和使用情况进
行定期检查，并将检查情况逐级报告上级气象主管机构。
2.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责令被许可人限期
整改，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注销其使用许可，并收回《气象专
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证》：
（一）被许可人拒不整改或者整改达不到要求的；
（二）使用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三）企业法人依法终止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许可的其他情形。
3.同上一条。

29 气象局
对防雷减灾工
作的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1.《防雷减灾管理办法》（2011年发布）第
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组织管理和指
导全国防雷减灾工作。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
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负责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雷减
灾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做好本部
门和本单位的防雷减灾工作，并接受同级气
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第二十三条“已
安装防雷装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主动委托
有相应资质的防雷装置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
测，并接受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和当地人民政
府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3.《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
2011年发布）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气象
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
工验收的监督与检查；

1.检查责任：对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
收、防雷装置检测活动，以及已安装防雷装
置的单位和个人、从事防雷工程专业设计和
施工的单位开展日常巡查、专项监督检查。
加强雷电灾害防御重点领域、重点单位的监
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
，责令限期整改。跟踪落实整改情况，对拒
不整改的，依法查处。将监督检查情况通报
、报告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
3.事后管理责任：跟踪督促依法处置工作。
对隐瞒真实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资质以
及以欺骗贿赂的手段获取资质的，加强对当
事人再次申请资质认定的监管。对监督检查
情况进行汇总、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
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已安装防雷装置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主动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防雷装置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测，并接受
当地气象主管机构和当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
查。
2.《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
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伪造、倒卖、出租、出借、挂靠资质证书、资格证书
或者许可文件的；
　　(二)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
绝提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3.《防雷减灾管理办法》第三十一条 申请单位隐瞒有关情况、提供
虚假材料申请资质认定、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的，有关气象主管机
构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申请单位在一年内不得
再次申请资质认定。
　　第三十二条 被许可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
通过设计审核或者竣工验收的，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给予警告
，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已取得资质、通过设计审核或者
竣工验收的，撤销其许可证书；被许可单位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资质
认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0 气象局
对人工影响天
气活动的监督

管理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2002年发布）
第十二条第一款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必
须在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内，严格按照国
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作业规范和操作规
程进行，并接受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
的指挥、管理和监督，确保作业安全。

1.检查责任：加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指挥
、管理和监督，对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单位
资格、作业过程和年检等开展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
限期改正。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必须
在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内，严格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作
业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并接受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的指挥、
管理和监督，确保作业安全。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作业地的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
前公告，并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2.《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关于危险物品肇事罪、重大责任事
故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
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管理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
取消作业资格；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违反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规范或者操作规程的；
（二）未按照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
（三）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转让给非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或者
个人的；
（四）未经批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单位之间转让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设备的；
（五）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用于与人工影响天气无关的活动的。
3.《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必须
在批准的空域和作业时限内，严格按照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的作
业规范和操作规程进行，并接受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的指挥、
管理和监督，确保作业安全。
实施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作业地的气象主管机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提
前公告，并通知当地公安机关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31 气象局
对施放气球活
动的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施放气球管理办法》（2004年发布）第十
九条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
域内施放气球活动的监督管理。施放气球单
位应当主动接受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与
安全检查，并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1.检查责任：组织对施放气球单位和个人、
利用气球开展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监督
检查，组织施放气球活动的日常巡查、实地
检查。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
限期改正。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县级以上气象主管
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施放气球活动的监督管理。
施放气球单位应当主动接受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与安全检查，并
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2.《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
处3万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涂改、伪造、倒卖、出租、出借《施放气球资质证》、《施放气
球资格证》或者许可文件的；
(二)向负责监督检查的机构隐瞒有关情况、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拒绝提
供反映其活动情况的真实材料的。
3.《施放气球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县级以上气象主管
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施放气球活动的监督管理。
施放气球单位应当主动接受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与安全检查，并
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32 气象局

对气象信息发
布、传播和气
象信息服务的

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1.《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2015
年发布）第四条第二款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
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
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
预报发布与传播工作，并加强监督管理。
2.《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2015年发布
）第四条第二款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
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信息服务活动的监督
管理工作”；第七条第二款“气象信息服务
单位应当向其营业执照注册地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并接受其监督
管理。

1.检查责任：组织开展气象信息发布、传播
和气象信息服务的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
限期改正。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第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全国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
工作，并加强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
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工作，并
加强监督管理。
2.《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
　　（一）非法发布气象预报的；
　　（二）向社会传播气象预报不使用当地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
台提供的最新气象预报的。
3.《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第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全国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
工作，并加强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
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工作，并
加强监督管理。

33 气象局

对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
从事气象行政
审批事项活动

的监督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17年发布）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气象行政许可事项
的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1.检查责任：组织开展对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从事气象行政审批事项活动的监督。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
限期改正。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气象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气象主管机构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检查时，
应当将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执法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事项外，公众有权查阅执
法检查记录。
2.《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三条气象主管机构在执法检查时
，发现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
施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停止使用，并限期改正。
3.《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气象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气象主管机构依法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检查时，
应当将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由执法检查人员签字后归档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事项外，公众有权查阅执
法检查记录。

34 气象局
对学校开展气
象灾害防御教
育的监督管理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2010年发布）第七
条第二款学校应当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
有关课程和课外教育内容，培养和提高学生
的气象灾害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教育
、气象等部门应当对学校开展的气象灾害防
御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

1.检查责任：会同教育部门组织开展对学校
开展气象灾害防御教育的监督。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
限期改正。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七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
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宣传普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提高公众的防灾减
灾意识和能力。
学校应当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有关课程和课外教育内容，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气象灾害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教育、气象等部门应
当对学校开展的气象灾害防御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
2.《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未按照规定采取气象灾害预防措施的；
（二）不服从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应急处置
决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实施其依法采取的气象灾害应急措施的。
3.《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第七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
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宣传普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提高公众的防灾减
灾意识和能力。
学校应当把气象灾害防御知识纳入有关课程和课外教育内容，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气象灾害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教育、气象等部门应
当对学校开展的气象灾害防御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

35 气象局
对气候可行性
论证的监管

行政检查
市级、
县级

《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2008年发布
）第三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组织管理全
国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
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管理本行政
区域内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合气象主管机构
做好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1.检查责任：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气候可
行性论证的的监管工作。
2.处置责任：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责令
限期改正。
3.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情况进行汇总
、分类、归档备查，并跟踪监测。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第三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组织管理
全国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合气象主管机构做好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
2.《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可以处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进行通
报；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使用的气象资料，不是气象主管机构直接提供或者未经省、自
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审查的；
（二）伪造气象资料或者其他原始资料的；
（三）出具虚假论证报告的；
（四）涂改、伪造气候可行性论证报告书面评审意见的。
3.《气候可行性论证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从事气候可行
性论证活动，应当与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确认的论证机构合作进行，
并经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批准。
经批准从事气候可行性论证活动的境外组织、机构和个人，应当向所
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并接受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