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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化时代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繁琐性，建设周期长，涉及范围广，工

作难度也比较大。为切实提升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效率，需要把握时代形势，重视信息化手段的应用，发挥

监控系统、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公示信息系统的应用。下面本文就道路运输移动执法系统进行简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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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work has a certain tedious, long construction cycle, involving a wide range, the work

is also relatively difficult.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ransportation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situation of The Times,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mean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pplication of

monitoring system, 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system and public information system. The following

paper on the road transport mobile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s brief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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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路运输移动执法的重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技术得到广泛普及。互联网背景

下诞生了电子数据。电子数据也是一种电子信息，有利于提升

信息传递的速度，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中运用电子数据非常重要，相关部门只有加快观念的转变与制

度的改革，才能有效提升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中运用电子数据的

水平，有助于相关事故现场的采集与取证。在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中运用电子数据，有利于提高办事的效率，为一些交通违法

的案件提供真实可靠的线索信息。随着社会的发展，交通违法

行为开始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给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的取证

以及检验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其次，通过运用电子数据的方式

可以有效对交通执法人员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中的执法行为进

行监督与监控，这有利于提升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的规范性，有

利于提升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的水平。比如，在一起非法营运的

出租车案件中，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可能出现非法扣留相关

人员手机的情况，并查看相应的交易信息等，这会降低电子数

据证据的效果，会影响后续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一些网络服务平台开始出现，这就大大提

升了非法营运的案件，给交通行政执法带来更高的挑战。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人员通过电子数据的方式可以有效对违法车辆进

行精准定位，从而极大提升整治私家车从事非法营运的水平，

有利于更好地维护交通市场的秩序。

2、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平台尚未构建

就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的现实情况来看，部分地区受到

多项因素的限制，在实际执法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仍采用纸

质答卷及记录的方式，保存难度大，且实际工作效率并不理想。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表现出分散化的问题，尚未构建系统化

管理平台，导致执法工作缺乏有效支撑，执法工作的推进也极

易受到阻碍。部分执法人员岗前培训不到位，实际工作中并未

主动学习新知识技能，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中仍依赖于传

统人工模式，并未熟练应用信息化手段，导致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工作缺乏完善的档案体系，人才队伍不够严谨，水平有限，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也难以得到顺利开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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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规范性执法的监管手段缺失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十分严肃，必须保证工作内容公正

且规范，全面落实监督管理，以确保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获

得理想效果。但就当前管理实际情况来看，并未在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工作的规范性方面实施有效管控，导致在实际执法工作

无法避免的存在漏洞，实际工作情况查验与取证的时效性不足，

甚至存在执法谋私的情况，这就严重影响了交通运输行政执法

效率。不仅如此，由于执法工作监管不到位，导致实际执法工

作中缺乏完善的档案记录，并未真正贯彻标准执行监管体系，

实际执法效率也受到影响。

2.3 执法信息共享利用不充分

交通运输行业有着鲜明的流动性，海量数据信息不断涌现，

更新时效性较强，纵观交通运输行业经营与发展，均表现出分

散化状态，此种情况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内容多且复杂，

数据存在多变性，这就难以保证工作的准确度。在交通运输行

政执法工作中，大多通过人工方式收集信息，此种工作模式所

消耗的时间众多，并且考虑到数据信息的事实性，使得执法工

作准确度难以得到保证，多项因素都可能会对信息传递产生影

响，导致执法信息共享缺乏优良条件，行业管理部门无法真正

掌握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实际情况，相应判断与处理的正确性也

极易受到影响。

2.4 人员专业素质欠佳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需要具备公正、严格、灵活的

执法能力，保障对有关法律法规全面可靠的掌握。而部分执法

人员缺乏长期有效的法律法规教育培训，执法能力不足，很多

交通运输执法效果难以体现。在综合素质管理上，不能落实高

素质人员的可靠管理能力，队伍建设效率不足，在分工管理上，

不能获得执法理念的全面可靠落实。

2.5 执法不规范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不规范，主要体现在执法不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流程开展，在监督管理上，难以获得较高的

管理部门监督控制力，监督执法机构控制效果不足，对执法人

员的约束力不强。人员系统化、法治化执法意识不足，很多执

法行为体现出明显的人为意志，导致法律法规的实施存在很多

问题，不利于形成规范完善的执法机制，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形

象受到影响，执法过程缺乏监督，导致很多执法要求不能落实。

2.6 执法保障不足

交通运输综合法制建设管理效果不足，在执法管理上，不

能获得良好的资源配置，如人员不足、执法设备配置不到位，

很多执法漏洞的存在，不利于形成全面系统化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威慑力，在综合执法管理上，难以获得较高的人员流动

控制效果，在核心能力管理控制上，不能起到一定的执法保障，

导致执法行为难以顺利开展。法制建设不足，导致很多法律指

导作用不足，在制度管理上，难以提升国民经济的管控力，在

交通运输管理上，不能发挥较高的交通运输制度控制力。

3、道路运输移动执法系统应用策略

3.1 监控系统的应用

在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中，执法监控系统的运用，能够

全程记录执法过程，就相应信息资料加以保存，形成系统档案，

便于执法管理人员全面了解实际情况。以信息化手段为支持构

建执法监控系统，能够保证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的公正性与

公开性，促进执法评估与总结的落实，为各项判断提供参考，

为执法人员提供辅助，以便就现场具体情况进行还原，相关信

息数据的准确性也能够得到保证如图1，所示。

图1 交通扣分的最多的交通摄像头

3.2 统计数据分析系统的应用

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中，往往需要以数据为对象加以收

集、汇总、整合、分析等，以直观化方式加以呈现，比较常用

的形势为图形、表格等。以统计数据分析系统为支持开展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工作，能够发挥信息化手段的优势，快速处理数

据，使得执法工作时间得到有效节约，传统人工方式下数据处

理的不足得到有效弥补，数据信息的准确度得到保证，降低了

人为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有效防范信息漏洞如图2，所示。

图2 数据分析系统示意图

3.3 公示信息系统的应用

依托信息化手段所开展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可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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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信息系统，发挥其应用优势，直接与社会公众对接，为运

输执法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连接搭建了桥梁。通过公示信息

系统的合理化应用，便于公众查询了解执法部门权利职责及监

管范围，对于执法部门来说，也能够了解执法项目、过程、内

容及流程等，保证信息反馈的时效性。不仅如此，以公示信息

系统为支持，广大群众可就交通运输执法进度进行查询，了解

执法最终结果，针对执法工作中的不合理问题，也可及时提出

反抗，以便就自身合法权利加以保护。以相关管理制度为支持，

管理部门应严格审核执法过程，若执法过程与规则标准不相符，

必须加以严肃处理，经公示信息系统加以公布[3]。大数据平台

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它是否为群众提供了便捷的业务处理程序。

该平台应具有完整，全面，包容和开放的功能，能够提供完整

的公共服务信息如图3，所示。

图3 应急指挥大数据平台

3.4 加强执法人员思想政治建设

执法人员的道德水平、思想政治认知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在人员管理上，需要做好必要的引导教育，保障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更加规范，使得有关人员始终依靠正确的执法理念，

做好监督控制，在培训工作开展中，树立较高的管理意识，做

好监督管理，稳步提升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对有关人员提出明确的思想政治建设要求，使其重视学习思想

政治理论知识，做好思想政治建设管理分析，做好必要的培训

教育优化，注重提升执法人员理论知识与执法实践结合的能力，

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提升服务意识，做好执法人员全

面化控制，突出教育职业化管理优势。

3.5 执法基础建设

执法基础建设是指对各种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依据和实

施条件长期进行完善，做好执法基础建设管理，做好交通运输

管控，做好综合执法分析，注重经费管理控制，全面落实综合

执法分析，在执法管理上，能实现科学化管控，提升队伍

建设能力。做好配置管理，保障执法人员队伍数量充足，各种

执法仪器设备配置合理，建立现代化高效执法队伍。执法工作

的有效开展，需要做好必要的管理控制，突出执法管理水平。

在基础控制上，能解决各种制度隐患，做好执法队伍控制分析，

落实行政管理责任，突出执法绩效评定力，充分利用评价结果，

突出交通运输控制效果，做好人员管理，积极开展有关的执法

管理工作，全面提升支付控制力。

3.6 加强交通运输普法的宣传力度

交通运输的参与者众多，想要一个健康的交通运输环境仅

仅依靠执法者进行执法、处罚是远远不够的，加强交通运输管

理的宣传力度对交通运输执法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很多

地方在出台新政策时都是执法部门接到通知，其他相关交通运

输参与者被拒之门外，导致部分政策执行难、阻力大、群众不

配合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借助信息化手段，能够有效提升普法

效率与覆盖面。宣传工作做好，民众对相关法律法规基本熟悉，

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违法事件的发生，还能促使民众能够在遇到

交通执法检查时积极配合，可以大大降低交通运输执法风险。

结束语

综上所述，道路运输移动执法系统的建设，将加强政府在

道路运输移动执法过程中的监管能力，有利于推动执法体系的

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要把握时代形势，重视信息化手

段的应用，发挥监控系统、统计数据分析系统、公示信息系统

的应用，切实提升交通运输行政执法工作水平，信息化手段的

应用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与新时代发展目标相符合，这对于交

通执法的全面发展也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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