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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0/2021_2022__E8_B4_A8_

E7_96_91_E3_80_8A_E6_c122_480609.htm 近年来，不法经营者

为逃避国家市场监管和不交税费增获可观的违法收入，另外

，工商管理法规、规章不完善监管无力造成无照经营的大量

存在。无照经营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不仅流失大量的国

家税收也妨碍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失去监管的经营对守法

经营者是不公平还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１９９７年１１月

７日，针对无照经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税

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对无照经营进行综合治理的通知》

，2003年3月1日起施行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是不同

时期处理无证经营的直接法律依据。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

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

无照经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无照经营行为，实行

查处与引导相结合、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督促和引导相结合

等原则。第十四条规定：对于无照经营行为，由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依法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最高可处50万元以下

的罚款。第十五条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属于本办法规定

的无照经营行为而为其提供生产经营场所、运输、保管、仓

储等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最高也是50万元以下

的罚款。 某工商机关依据第十五条之规定对林河花园物业管

理公司管理的经批准在规划区内建设的十间彩钢房外租商户

未办理工商登记为由，处罚30万元。经调查林河花园物业管

理公司和十位商户分别签订租期为一年、两年不等的合同，



依照合同约定收取租金，单位无从知晓商户办理营业执照的

情况，没有接到过工商部门关于监管或者处罚商户的任何通

知。 依据事实，商户无照经营处罚提供无照经营场所提供者

在适用《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五条时一定要结合第

十四条一起来理解，因为无照经营和提供无照经营场所之间

相关联，可以说无照经营者的处罚一般意义要高于提供无照

经营场所者。 另外如何理解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正确适用此

款的关键。按照立法原意，提供经营场所者知道经营者无照

是常解，特指主观处于故意状态，但与无照经营者主观的故

意内容不同，无照经营者是逃避市场监管，不交应当担负的

税费，而提供者目的是发挥物权使用价值，多数隐瞒收入。

应当知道则是补充，应当知道显然不包括签订合同的同时和

办理工商登记所需的合理期间，如果年检时间大致是三个月

。关于如何认定应当知道主要的证据应该是经营者接到限期

办理通知或者因未办理执照被处罚的事实存在，且有同一工

商管理机关向提供者书面通知后仍未采取终止合同收回出租

房屋的行为情况下方能处罚。但是后一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

，因为一接到通知只要有所反应，比如向发出解除合同通知

等行为，就有了免予处罚的抗辩理由了。至于能不能收回物

产，还要经过漫长的民事诉讼和强制执行，制止非法经营行

为该有工商管理部门查处，合同方没有法定职权。 以上论述

说明第十五条似有不妥之处，字面意思容易让人产生歧义。

建议取掉“应当知道”或者加上一个说明条件，即接到行政

管理部门的正式通知视为应当知道。 另外，《无照经营查处

取缔办法》效力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依据立法

法的规定，效力低的国务院规章违反上位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同法》的规定。出租方不能干涉承租方的具体经营，无

论合法还是违法，房屋提供者只在民事范畴内承担有过错的

责任。商户办理所需的营业执照是他们的权利，如有违法应

由工商管理部门予以管理。《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第十

五条对向无证经营者出租经营场所“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的规定和合同法相抵触，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无法操作，不属于合同法单方解除合同的规定，应予

纠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