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报告(优
秀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那么，报告到底怎么写才合适呢？这里我整
理了一些优秀的报告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
就来了解一下吧。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报告篇一

近日，河北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
施细则出台，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
下面是细则的相关内容。

近日，省食药监局、省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
察院、省食安办联合制定印发了《河北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为我省加大对食品药
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实施细则沿用了国家五部门《工作办法》的体例，以增强操
作性、便于工作衔接，特别是便于案件交接为目的，对衔接
难点问题尽量细化，共包括6章45条，分别明确了适用范围和
部门职责;案件移送与法律监督，包括办理流程、时限、办理
方法和检法部门的法律职能;涉案物品检验与认定;协作配合;
信息共享等。

实施细则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较好地吸纳了各有关部
门和单位好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工作要求，尤其是加强
了对公安系统衔接工作意见的采纳吸收，加强了操作性和可
执行性。二是尽可能地细化了案件双向移送的有关程序和工
作要点，增加了可操作性，细化运行机制。比如，详细规定
移送方和接收方在移送过程中应遵循的办法、应出具的文书



和应遵守的时限;详细列出了移送案件时随附的各项文书、清
单样式。三是进一步明确了涉案产品的检测经费问题，由承
办案件的公安机关向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申请检验检测，
相关检验检测费用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承担，同级食药监管
部门不能解决的可向上级部门申请解决，加大了同级公安机
关和食药监管部门的工作衔接力度。

相关链接

罪行为打击力度，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五部门
《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
省政府食品安全办联合研究制定了《河北省食品药品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施细则》。

据悉，《实施细则》沿用了国家五部门《工作办法》的体例，
以增强操作性、便于工作衔接，特别是便于案件交接为目的，
对衔接难点问题尽量细化，共包括6章45条。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实施细则》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一
是较好地吸纳了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好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
和工作要求，尤其是加强了对公安系统衔接工作意见的采纳
吸收，加强了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二是尽可能地细化了案件
双向移送的有关程序和工作要点，增加了可操作性，细化运
行机制。三是进一步明确了涉案产品的检测经费问题，由承
办案件的公安机关向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申请检验检测，
相关检验检测费用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承担，同级食药监管
部门不能解决的可向上级部门申请解决，加大了同级公安机
关和食药监管部门的工作衔接力度。

附：

冀食药监稽〔〕163号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局、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冀中公安局：

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
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切实维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按照省政府重点工作安排，根据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五部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公安
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政府食品安全办联
合研究制定了《河北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
作办法实施细则》，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公安厅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河北省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11月30日

河北省食药监局、省公安厅、省高法、省高检、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报告篇二

解读《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3)

第二十九条对案情重大或者复杂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听
取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涉及移送的案件在庭审中，需要出庭说明情况的，
相关执法或者技术人员有义务出庭说明情况，接受庭审质证。

第三十一条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重



大案件的联合督办工作，适时对重大案件进行联合挂牌督办，
督促案件办理。同时，要逐步建立专家库，吸纳污染防治、
重点行业以及环境案件侦办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为查
处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提供专业支持。

第三十二条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查办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
件过程中发现包庇纵容、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等
涉嫌职务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将线索移送人民检察院。

第五章信息共享

第三十三条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
建设、规范使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逐
步实现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和网上监督。

第三十四条已经接入信息共享平台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之日起7日内分别录入下列
信息：

(三)监督移送、监督立案以及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裁判结
果的信息。尚未建成信息共享平台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后及时向其他部门通报前
款规定的信息。

第三十五条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信
息共享平台录入的案件信息及时汇总、分析、综合研判，定
期总结通报平台运行情况。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六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环境行政执法中部分专有名词的含义。



(一)“现场勘验图”，是指描绘主要生产及排污设备布置等
案发现场情况、现场周边环境、各采样点位、污染物排放途
径的平面示意图。

(二)“外环境”，是指污染物排入的自然环境。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的，视同为外环境。

1.排污单位停产或没有排污，但有依法取得的证据证明其有
持续或间歇排污，而且无可处理相应污染因子的措施的，经
核实生产工艺后，其产污环节之后的废水收集池(槽、罐、
沟)内。

2.发现暗管，虽无当场排污，但在外环境有确认由该单位排
放污染物的痕迹，此暗管连通的废水收集池(槽、罐、沟)内。

3.排污单位连通外环境的雨水沟(井、渠)中任何一处。

4.对排放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其产生车间或车间处理设
施的排放口。无法在车间或者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对含第一
类污染物的废水采样的，废水总排放口或查实由该企业排入
其他外环境处。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所涉期间除明确为工作日以外，其余均以
自然日计算。期间开始之日不算在期间以内。期间的最后一
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环保总局、公
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
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环发〔2007〕78号)同时废止。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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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报告篇三

为促成打击环境犯罪合力，遏制环境问题多发态势，最高人
民检察院日前与环保部、公安部联合出台了《环境保护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下面是相关内容。

记者2月5日采访获悉，为进一步健全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
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惩治环境犯罪行为，切实保障公
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与环保部、
公安部联合出台了《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办法》(下称《办法》)。

《办法》强调，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加强
协作，统一法律适用，不断完善线索通报、案件移送、资源
共享和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检察院对环保部门移送涉嫌环
境犯罪案件活动和公安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立案活动，依法实
施法律监督。

《办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建议环保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
程序，规定检察院发现环保部门不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
可以派员查询、调阅有关案件材料，认为涉嫌环境犯罪应当
移送的，应当提出建议移送的检察意见。环保部门应当自收
到检察意见后3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执行情况通知
检察院。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可能存在应当立案而不立案或
者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应当启动立案监督程序。

《办法》明确了行政执法部门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
证据使用的范围。其中，明确规定环保部门在行政执法和查



办案件过程中依法收集制作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
数据、监测报告、检验报告、认定意见、鉴定意见、勘验笔
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院收集的证据材料，经法庭查证
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
为定案的根据。

《办法》强调，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建立健全
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长效工作机制以及双向案件
咨询制度。按照《办法》，公安机关、检察院办理涉嫌环境
污染犯罪案件，需要环保部门提供环境监测或者技术支持的，
环保部门应当按照上述部门刑事案件办理的法定时限要求积
极协助，及时提供现场勘验、环境监测及认定意见。与此同
时，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应当加强对重大案件的'联
合督办工作，适时对重大案件进行联合挂牌督办，督促案件
办理。

针对实践中检察机关监督线索发现难、监督渠道偏窄的问题，
《办法》明确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院应当积
极建设、规范使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
逐步实现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和网上监
督。对于已经接入信息平台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院，
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之日起7日内录入有关信息;对未建成信
息平台的，应当及时相互通报。

澎湃新闻另从最高检侦查监督厅了解到，上述《办法》系从
最高检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
督活动”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针对环境犯罪突出、环境问
题严峻的形势，最高检日前正在部署开展第三次为期两年
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这一《办法》
的出台将推动形成打击环境犯罪的合力，有效遏制环境问题
的多发态势。

记者从最高检侦查监督厅了解到，这个《办法》系从20最高



检部署开展为期两年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
动”的重要目标任务之一，也是在重点领域两法衔接长效机
制建设的标志性成果。针对环境犯罪突出、环境问题严峻的
形势，最高检日前正在部署开展第三次为期两年的“破坏环
境资源犯罪专项立案监督活动”，这个《办法》的出台是一
场及时雨，必将推动形成打击环境犯罪的合力，有效遏制环
境问题的多发态势。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报告篇四

解读《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3)

第二十九条对案情重大或者复杂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听
取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三十条涉及移送的案件在庭审中，需要出庭说明情况的，
相关执法或者技术人员有义务出庭说明情况，接受庭审质证。

第三十一条环保部门、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重
大案件的联合督办工作，适时对重大案件进行联合挂牌督办，
督促案件办理。同时，要逐步建立专家库，吸纳污染防治、
重点行业以及环境案件侦办等方面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为查
处打击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提供专业支持。

第三十二条环保部门和公安机关在查办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
件过程中发现包庇纵容、徇私舞弊、贪污受贿、失职渎职等
涉嫌职务犯罪行为的，应当及时将线索移送人民检察院。

第五章信息共享

第三十三条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积极
建设、规范使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逐
步实现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网上移送、网上受理和网上监督。



第三十四条已经接入信息共享平台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之日起7日内分别录入下列
信息：

(三)监督移送、监督立案以及批准逮捕、提起公诉、裁判结
果的信息。尚未建成信息共享平台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应当自作出相关决定后及时向其他部门通报前
款规定的信息。

第三十五条各级环保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对信
息共享平台录入的案件信息及时汇总、分析、综合研判，定
期总结通报平台运行情况。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六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环保部门、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条环境行政执法中部分专有名词的含义。

(一)“现场勘验图”，是指描绘主要生产及排污设备布置等
案发现场情况、现场周边环境、各采样点位、污染物排放途
径的平面示意图。

(二)“外环境”，是指污染物排入的自然环境。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的，视同为外环境。

1.排污单位停产或没有排污，但有依法取得的证据证明其有
持续或间歇排污，而且无可处理相应污染因子的措施的，经
核实生产工艺后，其产污环节之后的废水收集池(槽、罐、
沟)内。

2.发现暗管，虽无当场排污，但在外环境有确认由该单位排
放污染物的痕迹，此暗管连通的废水收集池(槽、罐、沟)内。



3.排污单位连通外环境的雨水沟(井、渠)中任何一处。

4.对排放含第一类污染物的废水，其产生车间或车间处理设
施的排放口。无法在车间或者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对含第一
类污染物的废水采样的，废水总排放口或查实由该企业排入
其他外环境处。

第三十八条本办法所涉期间除明确为工作日以外，其余均以
自然日计算。期间开始之日不算在期间以内。期间的最后一
日为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满日期。

第三十九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国家环保总局、公
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
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环发〔2007〕78号)同时废止。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报告篇五

广大市民对食品药品的执法管理一直是十分关心的，那么，
下面是山西省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实
施细则详细内容。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健全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机制，加大对食品药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食品
安全办联合制定的《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
办法》，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本实施细则适用于全省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
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的食品(含食品添加剂)、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等领域(以下简称食品药品)涉嫌违
法犯罪案件。



第三条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之间应当建立联席会议、线索通报、案件移送、信息
共享、信息发布等工作机制。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活
动和公安机关对移送案件的立案活动，依法实施法律监督。

第二章案件移送与法律监督

第五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查办食品药品违法案件过程中，
发现涉嫌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将案件
移送公安机关，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
件：

(一)实施行政执法的主体与程序合法。

(二)有证据证明涉嫌犯罪事实发生。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稽查机构和公安机关案件管理机构负责涉
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衔接工作。

第六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查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过程中，
应当妥善保存所收集的与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

第七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
当自作出移送决定之日起24小时内移交案件材料，并将案件
移送书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应当附有
下列材料：

(一)涉嫌犯罪案件的移送书及材料清单;



(五)其他有关涉案材料。

对材料不全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受案件的24小时内书面告
知移送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3日内补正。但不得以材料不全
为由，不接受移送案件。

第八条人民检察院发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不依法移送涉嫌犯
罪案件线索的，应当及时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协商，并可以
派员调阅、查询有关案卷材料;对于涉嫌犯罪的，应当提出建
议依法移送的检察意见。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自收到检察
意见之日起3日内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将执行情况通知人
民检察院。

第十条公安机关对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移送的涉嫌犯罪案件，
一般应当自接受之日起10日内依法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
决定;案情重大的，应当自接受之日起30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
予立案的决定;特殊情况下，受案单位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
准，可以再延长30日作出决定。

公安机关作出立案、不予立案、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当自作
出决定之日起3日内书面通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同时抄送人
民检察院。对决定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日内
与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交接涉案物品以及与案件有关的其他证
据材料。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的，应当
将案卷材料退回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3
日内通知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第十一条公安机关审查发现涉嫌犯罪案件移送材料不全，证
据不充分的，可以就证明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要求等提出补
充意见，商请移送案件的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补充调查。必要
时，公安机关可以自行调查。

第十二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决定不当
的，可以在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作出不予立案



决定的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公安机关应当在接到复议请求之
日起3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并书面通知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

对于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以及对不予立案决
定、复议决定、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有异议的，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立案监督。

第十三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建议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
督的案件，应当提供立案监督建议书、相关案件材料，并附
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立案后撤销案件决定及说明理由的材料，
复议维持不予立案决定的材料或者公安机关逾期未作出是否
立案决定的材料。

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补充材料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及时提供。

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接到同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对
涉嫌犯罪案件进行立案监督的建议后，应当在7日内启动立案
监督程序，向公安机关下达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公
安机关应当在7日内向人民检察院书面说明不立案的情况、依
据、理由，连同有关证据材料回复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
关的说明，人民检察院应当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查阅案卷
相关资料，询问证人、执法人员和行政相对人。认为公安机
关不立案理由成立的，应当将审查结论书面告知提出立案监
督建议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
能成立的，下达立案通知书。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通知
后应当在15日内立案，同时将立案决定书复印件送达人民检
察院，并书面告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五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于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
当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或者其他处理。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



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决定，不停止执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
给予配合;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时，应当附有行政处
罚决定书。已经作出罚款行政处罚的`，人民法院在判处罚金
时依法折抵。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公安机
关决定不予立案或者撤销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人民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后，再决定是否给
予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公安机关对发现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经审查认为
没有犯罪事实发生，或者立案侦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
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依法应当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填写
案件移送书移送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同时移送相关案件
材料。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当对移送的案件材料进行签收和
审查，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公安机关;
属于本部门管辖的，应当在作出行政处理后3日内以书面方式
将处理情况反馈公安机关。

第十七条人民检察院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
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
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移交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处理，并可以
提出检察意见或者司法建议。

第十八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在案件移送过程中，
对案件管辖权存在争议的，应当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各自
报请上一级机关协商指定管辖。

第十九条对流动性、团伙性、跨区域性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
罪案件的管辖，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流动性、团伙性、跨区域性
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公通字〔〕14号)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案件移送中涉及多次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
为，未经处理的，涉案产品的销售金额或者货值金额累计计



算。

第二十一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
依法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检验检测报
告、认定(鉴定)意见、询问调查笔录、检查笔录等证据材料，
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庭审质证确认，可
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二十二条对于人民法院尚未作出裁判的案件，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需要配合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给予配
合。

对于人民法院已经作出裁判的案件，依法还应当由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作出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罚的，应当及时通报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可以依据人民法院裁判认
定的事实和证据依法予以行政处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认为
上述事实和证据有重大问题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人民
检察院反馈，并在人民法院通过法定程序重新处理后，依法
作出处理。

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对实施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一般
不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对确需判处缓刑、免予刑事处罚
的，应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核备案。

第二十四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在办理食品药品违法犯罪案件过程中，应当依法处置
涉案财物。在案件移送时，应当将涉案财物或相关法律文书
依法移送。人民法院作出裁判时，应当同时对涉案财物作出
处理。

第二十五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案
件的查处、移送及讨论意见等情况，应当保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