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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内涵

气象主管机构作出任何一件行政处罚决定，
都必须基于对行为人行政违法事实的准确认定，
而对违法事实认定，必须建立在充分、确凿的证
据基础之上。也就是说防雷行政处罚案件所依据
的事实必须清楚，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行政执
法机关做出任何一个行政执法行为必须以法定的
事实要件为基础；每一个事实要件要有相应的事
实佐证；每一个事实佐证必须经得起法院的审查，
经得起相对人的反驳和质证；行政执法机关提供
的证据应比相对人一方提出的反证占有优势。
防雷行政执法证据的种类、作用及要求
２１书证

书证是以其所载文字、符号、图案等表达出
的思想内容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书面材料，可分为
原本、正本、副本、记录本、影印件和译本。在
书证的收集过程中，应注意以下问题：一是尽量
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确实有困难的，可以提供与
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节录本；二是提
供由有关部门保管的书证原件的复制件、影印件
或者抄录件的，应当注明出处，经该部门核对无
异后加盖其印章；三是提供报表、图纸等书证的，
应当附有说明材料。
２２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计算机储存
等手段反映出的音响、影像或其他信息证明案件
事实的资料。要求：一是尽量提供有关资料的原
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
制件；二是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

证明对象等；三是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
的文字记录。
２３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了解防雷行政违法行为的人，
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向行政机关或组织所作陈
述，是行政处罚中使用比较普遍的证据形式。要
求：一是写明证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住
址等基本情况；二是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
以盖章等方式证明；三是注明出具日期；四是附
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身份的文件。
２４当事人的陈述

防雷行政处罚案件中当事人的陈述主要是指
行政违法行为人的陈述，包括陈述、申辩、听证
程序中当事人所作的辩解。真实的陈述可作为认
定案件的直接证据，对行为人的陈述和辩解应认
真听取，避免只听一面之辞，要注意审查行为人
的陈述辩解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是否一致、
合乎情理。
２５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是指气象行政执法人员对
防雷违法案件的现场进行勘查、检验后做出能够
证明案件情况的记录。勘验笔录所反映的多是客
观情况，而且一般是在案件发生后进行，如对现
场拍照，并以文字、数据等形式记录。要求：一
是写明被检查单位的全称及检查地点；二是检查
情况应包含检查的组织形式、内容、方式以及参
加检查的人员情况；三是勘验人员进行勘验，应
当出示证件；四是邀请有关单位人员参加，应由
被邀请人在笔录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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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调查询问笔录
调查询问笔录是气象执法人员对被调查人陈

述或者询问与案件有关情况的记录。要求：一是
写明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及调查的时间、地点等；
二是调查情况要围绕违法行为的事实过程展开；
三是笔录有涂改处应由被调查人押印或者盖章；
四是应当由被调查人签署意见并签名。
要注意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

询问调查和现场勘验检查前，办案人员应向
被询问人表明身份出示执法证件，并在执法文书
上有明确文字记载。调查询问笔录和现场勘验检
查笔录必须经当事人确认并签字；多页证据的应
由当事人逐页签名；修改或记录不清的地方应有
当事人手印。调查询问当事人应逐一进行，不能
以座谈方式多个进行。采取录音取证时，应告知
当事人并载录。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
文字记录。调查取证不能采取引诱、威逼手段，更
不能制作假证。已进入诉讼阶段、行政复议阶段，
调查取证行为无效。
要注意证据的完整性、多重性和一致性

（１）作为一份有力、确凿的证据，不应是片面
的、局部的，而应是全面的、完整的。以往调查
取证时，只询问违法防雷建筑物的项目名称，对
违法防雷建筑的数量和建设情况未询问；对被询
问人的基本情况很少涉及。当前，“无罪推论”被
司法界广泛应用，管理相对人法律意识不断加强，
律师等专业人士的大量介入，因此一定要注意证
据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２）调查取证时，除了对建设方的相关人员
进行询问，还可以对监理方、施工方以及业主进
行询问，必要时可以录音录像；对违法防雷建筑
现场进行勘验并配以照片；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也是有利的证据。除了对上述直接证据的调查收
集外，还应注意对相反证据（相反证据是指对方
可能提出证明相反事实的证据）的收集。这样多
份证据形成证据链，互相印证，进入诉讼阶段时，
才能在举证责任上立于不败之地。

（３）调查取证还应注意证据的一致性，不能
前后矛盾和相互否定，办案人员应该对调查收集

的证据客观分析，确保证据的一致性。在执法实
践中，常常遇到几家单位合作开发的建设项目或
者一个开发项目有多个名称，调查时一定要问清
开发建设单位和开发项目的名称。
要注意证据的相关性和准确性

（１）收集的证据必须与该案件有直接或间接
联系，对无关证据的调查收集，只能是对人力、物
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甚至可能使许多与案件
有联系的证据失去最佳调查时间，造成取证困难
或证据灭失。

（２）特别注意对违法时间、地点、防雷建筑物
的数量及建设情况、单位法定名称、人员姓名和
身份等方面的调查，要准确无误。否则就会使证
据无效，甚至使证据起到相反作用。
调查取证要有计划、有步逐

（１）调查取证之前，调查人员要认真分析案
情，相互沟通并共同拟订好调查询问提纲，使调
查询问内容尽可能全面具体，富有逻辑。

（２）调查取证开始时，调查人员应向被调查
人出示执法证件并宣讲如实接受询问和调查的法
律义务，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

（３）取证过程中，办案人员按照事先拟好的
提纲展开调查，对违法事实等重要情节详细询问。
对被询问人不回答提问，或回答吞吞吐吐，或避
重就轻等情况应如实记录。

（４）为保证调查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
记录完毕，办案人员应将笔录交被调查人员阅读
核对。告知其如果无异议请填写“记录（情况）属
实”等字样并签名。

防雷违法案件的调查取证是一项艰巨的任
务，常常遇到当事人不配合或态度蛮横，给调查
取证工作带来阻碍。所以，要做好调查取证工作，
还应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不断加强相关知识的
培训，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
主观能动性。调查取证时，办案人员要以“处罚
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为指导，向被调查询问人
宣讲气象法律法规，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言之有情、言之有礼”，钢柔并济，使违法责任人
能够主动配合，保证调查取证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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