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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小过重罚”为何屡屡上演？

一、热点概述

卖了 17 份“拍黄瓜”，获利 34 元，被罚 5万元……不久前，司法部公布第一批行政执法监督典型

案例，其中就包括一家餐饮店超出许可经营项目范围售卖“拍黄瓜”遭遇“小过重罚”的案件。

小小一份“拍黄瓜”，里面有营商环境大文章。每次“小过重罚”事件上演，都引发民情共愤，舆

论哗然。一段时间以来，除了加大监督力度、及时纠偏纠错，从中央到地方，先后为“拍黄瓜”等简单

食品制售行为优化行政许可，既守住了“舌尖上的安全”，又减轻了经营主体的负担。事实证明，破解

基层执法难题，关键在于增强执法为民的担当，真正把群众的“关键小事”当成自己的“心头大事”。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2019 年 9 月，福州市闽侯县一陈姓老农花 122.5 元买下 70 斤芹菜，以每斤 1.95 元在市场上

出售，市场监管人员抽检时“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超标。这批芹菜陈老农赚了 14 元，罚款 10 万元……

（2）2022 年 8 月，黑龙江大庆市一蔬菜店在成本没有上涨的情况下，将进价 1.2 元/斤的土豆，售

价从 1.4 元/斤涨至 2 元/斤，被认定违反价格法、涉嫌哄抬物价，被罚款 30 万元……

（3）2023 年 6 月，河南洛阳市西工区一名三轮车卖菜大爷，因销售不合格蔬菜，获利 21.05 元，

被罚款 11 万元……

2.对策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科学设定罚款标准，差异化设定罚款方式，建立常态化的法律法规评估与更

新机制，及时对法规进行完善和调整……

（2）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明确不同违法情形的处罚界限和标准，减少执法人员主观随意性，建

立健全内外监督执法体系……

（3）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定期组织执法人员进行法律法规培训，鼓励执法人员在遵守法律法规的

基础上，灵活运用行政指导手段……

3.原因分析：

（1）法律法规不完善。罚款设定不合理，采用“一刀切”的方式；法律法规未能及时更新，面对

新兴商业模式和经营行为缺乏合适的规范与处罚标准……

（2）执法自由裁量权滥用。执法人员对自由裁量权滥用，较大的主观判断空间，可能出于部门利

益或个人私利，故意过重处罚……

（3）执法人员专业素养不足。专业素养不够，导致处罚失当；缺乏综合考量能力，只注重违法本

身，忽略整体执法效果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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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问题分析：

（1）打击个体经营者。大额罚款无力承担，积蓄毁于一旦，家庭生计受到影响，企业经营难以为

继，对经营环境产生恐惧与不信任，丧失自谋生路的积极性……

（2）破坏营商生态环境。阻碍小微企业发展，重创小摊小贩经营，大型企业利用法规漏洞打击竞

争对手，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3）损害政府法治形象。引发公众质疑，降低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削弱政府执法部门的权威，违

背法治精神中罪责相当基本原则……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卖了 17份“拍黄瓜”，获利 34 元，被罚 5万元……不久前，司法部公布第一批行政执法监

督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一家餐饮店超出许可经营项目范围售卖“拍黄瓜”遭遇“小过重罚”的案

件。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对策－总结

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对小摊小贩的“小过重罚”，对工商企业的逐利执法，影响的是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动摇

的是对一个地方营商环境的信心。

第二步——危害：

其一，打击个体经营者。“小过重罚”会对经营者造成严重的经济压力。小微企业可能会面临资金

链断裂，难以为继倒闭风险；小商小贩更可能面临无法承担的负担，使整个家庭面临“灭顶之灾”。

其二，破坏营商生态环境。“小过重罚”会让经营者产生畏惧心理，不敢轻易创业或扩大经营，阻

碍小微企业的成长和发展，进而影响整个市场的活力与就业吸纳能力。

其三，损害政府法治形象。“小过重罚”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民众会质疑执法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与一般认为“小过轻罚、大过重罚”的观念相冲突，给公众造成执法过与罚错位的认知。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法律法规不完善。一方面，部分法规在制定罚款额度时缺乏灵活性与针对性，未充分考量不

同经营规模与性质的主体差异，采用统一标准，导致罚款过重；另一方面，法规更新滞后于市场发展，

对于新兴的小型经营业态未能及时出台适配的规范细则。

其次，执法自由裁量权滥用。一方面，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缺乏明确、细致的操作标准，

主观随意性较大；另一方面，个别执法人员受利益驱动或部门考核压力影响，甚至“以罚创收”。

再次，执法人员专业素养不足。部分执法者未能深刻理解执法为民的内涵，过于注重法规条文的表

面执行，而忽视了执法的社会效果与对经营主体权益的保护，缺乏综合考量案件实际情况与当事人处境

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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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对策：

第一，完善法律法规。立法部门应深入调研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经营主体的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

弹性化的罚款标准，充分考虑小商户的承受能力与违法情节的轻重程度。同时，建立法规动态更新机制，

及时将新兴业态纳入监管规范体系，并合理设置处罚尺度。

第二，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权。各执法部门应制定详细的自由裁量权指南，明确不同违法情形对应的

处罚范围与幅度，加强内部监督与审核，对重大处罚案件实行集体决策。此外，拓宽外部监督渠道，如

建立公众投诉举报平台、媒体监督曝光机制等，及时发现并纠正执法人员的不当行为。

第三，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教育，不仅要提升其法律专业素养，更要强化其

执法为民的服务意识，凝聚“过罚相当”的执法司法共识，使其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

效果，将人性化执法理念贯穿始终。

第五步——总结结尾：

一张罚单，丈量着法律的公道与良心。秉公执法、规范执法、柔性执法，于一个个实践细节中营造

起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和提供法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