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省罚款和没收财物管理条例 

（1995年 11月 25日青海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

过，于 2020年 7月 22 日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一

次修改，于 2023年 11月 29日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第二次修改）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罚款和没收财物的管理，督促执法

机关正确行使罚没处罚权，维护国家利益，保护自然人、法

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

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执法机关，是指各级行政机关、监

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

共事务职能的事业单位和组织。 

  第三条 执法机关在执行罚款、没收财物（以下简称罚

没处罚）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教育

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执法机关的罚没收入必须全额上缴国库。 

罚没财物是指执法机关依法对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

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追缴决定或者法院生效裁定、

判决取得的罚款、罚金、违法所得、非法财物，没收的保证

金、个人财产等，包括现金、有价票证、有价证券、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财产权利等。 

  罚没收入是指罚款、罚金等现金收入，罚没财物处置收

入及其孳息。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负责同级执法机关罚没



收入的票据管理和财务结算工作。 

  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对执法机关必不可少的办案费

用要予以保证，对执法机关的罚没收入和办案费用补助的开

支，按照“收支两条线”的原则管理。 

第二章 罚没处罚的执行 

  第六条 执行罚没处罚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规章的

规定进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没有规定的，

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进行罚没处罚。其他规范性文件

不得创设罚没处罚项目。 

  第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进行罚没处罚，必须给被处罚人

出具处罚决定书和罚没票据。 

  处罚决定书应载明：被处罚对象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

处罚依据，罚没数额，执行期限，不服处罚申请复议或者提

起行政诉讼的期限，执法机关的名称、印章和日期。 

  第八条 执法人员实施当场处罚的，必须出具统一制发、

编有号码并由执罚人员签名的罚款收据。不出具罚款收据的，

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 

  第九条 执法人员执行罚没处罚，必须持有国家或者本

省制发的执行公务的证件，无证不得处罚。 

  第十条 任何执法机关不得下达罚没收入指标，也不得

以收取保证金、抵押金等形式变相实施罚没处罚。 

第三章 罚没票据的管理 

第十一条 执法机关执行罚没处罚，必须使用省财政厅

统一制发或者认可并登记备案的罚没票据、凭证，禁止使用



其他收据。 

  第十二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建立、健全票据的领发、使

用、缴销、保管制度，并严格管理，堵塞漏洞。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审计部门应当对执法机关罚没票

据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审计。 

              第四章 罚没收入的管理 

第十四条  执法机关应当设立罚没收入财务帐册，建立

罚没收入的保管、交接和结算对帐制度。罚没收入的结算由

财政部门负责，并在地方财政决算中予以反映。 

  第十五条 执法机关没收、扣押、查封财物时应制作清

单，载明财物的名称、种类、规格、数量和完好程度等，由

承办人和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清单由执法机关和当事人各

执一份。 

  退还扣押、查封的财物时，当事人应凭单验收，扣押财

物丢失、损坏的，执法机关应负责赔偿。 

  第十六条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容易损毁、灭失、

变质、保管困难或者保管费用过高、季节性商品等不宜长期

保存的物品，长期不使用容易导致机械性能下降、价值贬损

的车辆、船艇、电子产品等物品，以及有效期即将届满的汇

票、本票、支票等，在确定为罚没财物前，经权利人同意或

者申请，并经执法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先行处置；权

利人不明确的，可以依法公告，公告期满后仍没有权利人同

意或者申请的，可以依法先行处置。先行处置所得款项按照

涉案现金管理。 



第十七条 执法机关对罚没财物应当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金银、外币以及国库券、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

由专管或者专营金银、外汇、证券业务的金融、证券机构予

以收购、兑换、兑现； 

  （二）金、银、珠宝等制作的工艺品（包括饰品和器皿），

古玩、文物，经专门管理部门鉴定估价后，应当由国家收藏

的，交有关部门收藏；无收藏价值的，可以拍卖处理； 

  （三）烟草专卖品和其他专营商品，进行定向拍卖； 

  （四）粮油和鲜活等易腐、易变商品，委托所在地农副

产品批发市场或者集贸市场出售或者拍卖； 

  （五）法律、法规规定予以保护的野生动、植物，按法

律、法规规定处理； 

  （六）大宗商品、重要生产资料等，由有经营权的机构

拍卖或者收购； 

  （七）武器弹药、易燃易爆物品、毒品和其他违禁品，

由收缴机关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八）假冒伪劣商品，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销毁或者

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九）国家规定的其他处置方式。 

  第十八条 拍卖物品应当经价格主管部门评估后拍卖。

严禁任何机关和个人采取调换、私分、压价、内部选购等手

段处理罚没物品。 

  财政、审计、价格主管部门对罚没物品的拍卖活动进行

必要的监督。 



  第十九条 罚没收入应当按照国库集中收缴管理有关

规定，全额上缴国库，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第五章  监督与处罚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执法机关

的罚没处罚实行监督，可以依法撤销同级人民政府、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超越权限制定的有关罚没处罚的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对所属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超越权限制

定的有关罚没处罚的规定，应当责令改正或者予以撤销。 

  第二十一条 监察、审计机关和财政、人事等主管部门

根据各自的职责权限，互相配合，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执法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查处。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

员违法的罚没处罚行为有权控告、检举、揭发。 

  被处罚的单位和个人对不送达处罚决定书和不开具罚

没处罚票据的，有权拒绝履行；对罚没处罚决定不服的，可

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三条 执法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上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执法机关的上级主管

部门应予纠正；可以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责令限期改正，对执

法机关的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可以给予处分。 

  （一）超越权限设置或者变相设置罚没处罚项目，提高

罚款标准和扩大适用范围，滥施罚没处罚的； 

  （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擅自委托其他组织和个人代施罚没处罚的； 

  （三）利用罚没收入为本单位谋取利益的； 



  （四）向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下达罚没指标的。 

  第二十四条 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和单位负责人，由主管机关或监察机关

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玩忽职守，不履行罚没处罚职责的； 

  （二）擅自制发、伪造罚没票据或者不按规定使用罚没

票据的； 

  （三）隐瞒、截留、转移、坐支、私分、贪污、挪用、

侵占罚没收入的； 

  （四）调换、压价处理、内部选购没收物品的； 

  （五）其他违反本条例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进行罚没处

罚，给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 1996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