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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提供证据也是当事人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一项程序性责任，我国大量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此
作出了规定。
如《税收征管法》第33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
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
《水污染防治法》第14条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
保护部门的规定，向所在地的环境保护部门申报登记拥有的污染物排放设施、处理设施和正常作业条
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浓度，并提供防治水污染方面的有关技术资料”。
依据这些法律的规定，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应当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但这种责任不是证明责任，当
事人一般不因未提供证据而承担不利后果，即被认定有违法事实。
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的，当事人不提供证据的后果可能是招致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
施。
但此时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是针对当事人不提供证据的行为，而不是针对该部分证据证明的违
法事实作出，属于程序性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与实体性的行政处罚不一样。
行政处罚程序中当事人承担提供证据责任，但不承担证明责任。
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不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应当承担什么后果，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
“提供证据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利，也是当事人的义务。
正式裁决中的当事人，有义务把他所掌握的全部和案件有关的证据，应在行政听证阶段提出，否则法
院认为当事人已放弃利用这项证据的权利，不能在以后的司法审查中再提出这项证据。
”①该观点要求当事人掌握的证据应当在行政程序中提出，当事人掌握的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如果在行
政程序中未提出，在后置的司法程序中应当被排除采用，这实际上赋予了不提供证据的不利后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规定，“原告或者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
提出了其在被告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没有提出的反驳理由或者证据的，被告经人民法院允许可以补充
证据”。
该规定实际上承认了当事人可以在行政程序中不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而该证据可以在行政诉讼程
序中提出，并应当被采信来认定案件事实。
应当说，该规定考虑了我国目前行政执法的具体情况，但该规定的实施可能助长当事人在行政程序中
故意不提供证据，在行政诉讼中搞突然袭击，这对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不利的，也影响程序正义的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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