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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拘留年龄拟从16周岁降至14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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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为有效应对社

会治安管理新情况、 新问

题，公安部发布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

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记者发现， 征求意见稿中

将行政拘留执行年龄从16

周岁降低至14周岁。

专家认为， 降低未成

年人行政拘留执行年龄应

当慎重，同时，建议《治安

管理处罚法》 以12周岁为

界限， 设置符合未成年人

身心发展规律、 具有教育

矫治和预防功能的干预措

施。

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情形4种变3种

现行的《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21条规定，对4种

人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一是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

岁的； 二是已满16周岁不

满18周岁， 初次违反治安

管理的； 三是70周岁以上

的； 四是怀孕或者哺乳自

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

记者发现， 在征求意

见稿中， 第21条规定则将

现行规定中不执行行政拘

留处罚的“4种人”合并成

了“3种”，意见稿规定，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 依照本法应当

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

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一是

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

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二

是70周岁以上的， 但是两

年内曾因违反治安管理受

过行政拘留处罚或者曾受

过刑事处罚、 免予刑事处

罚的除外； 三是怀孕或者

哺乳自己婴儿的。

对比发现， 意见稿取

消了现行《治安管理处罚

法》 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

岁未成年人不适用行政拘

留处罚的限制性规定，同

时将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不

执行行政拘留处罚的年龄

范围从之前的“已满16周

岁不满18周岁”修改为“已

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

专家说法：对未成年
人不宜行政拘留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

法学院院长姚建龙教授认

为，这一修改是对近年来，

低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

为引发广泛关注的“积极”

回应。

不过姚建龙并不赞同

该条款的修改。他认为，现

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建立

了与《刑法》刑事责任年龄

制度相衔接的违法责任年

龄制度，征求意见稿取消已

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拘留

决定不执行规定，相当于取

消了相对负违法责任年龄

阶段，将打破与刑事责任年

龄的衔接匹配关系。

“行政拘留不宜用在

未成年人身上。”中国刑事

诉讼法学研究会少年司法

专业委员会主任、 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宋英辉认为，

未成年人实施违法行为，

是其心理行为偏常的外部

表现，“对未成年人予以行

政拘留， 临时限制人身自

由， 的确可以暂时隔断他

们与不良社会环境的联

系， 在短时间内防止他们

继续实施违法行为， 但作

用非常有限。”

应完善未成年人罪错
行为干预措施体系

姚建龙建议， 宜将未

成年人“违法”行为的干

预从《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行政法中剥离出来，也

就是说，在未来公安机关

将主要依据特别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或者

《少年司法法》）， 同时结

合普通法《治安管理处罚

法》来处理未成年人违警

行为。

“未满14周岁未成年

人不负刑事责任， 也不受

行政处罚， 导致公安机关

无法管制未满14周岁严重

不良未成年人， 建议采取

相关措施。”贵州省检察院

未检处副处长谢树红告诉

记者。

宋英辉建议《治安管

理处罚法》 以12周岁为界

限， 设置符合未成年人身

心发展规律、 具有教育矫

治和预防功能的干预措

施，具体包括警察训诫、改

正计划、转入专门学校、对

家庭监护监督与支持。

对于具体条文， 宋英

辉建议修改《治安管理处

罚法》时，在第一章（总则）

第五条第三款后， 补充增

加“对违反治安管理的未

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

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原则。”

（据《中国妇女报》）

到今年年底， 全国城

管执法人员将统一制服与

标识。住建部在2月16日召

开的新闻通气会上， 展示

了即将出现在街头的城管

制式服装， 颜色为藏青及

天空蓝色，搭配金色标志。

制服与标识的种类

住建部、 财政部于近

日联合印发了《城市管理

执法制式服装和标志标识

供应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要求地方各

级城市管理部门中从事一

线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的在

编在职人员， 按照相关供

应标准配发制式服装及标

志标识。

住建部城市管理监督

局局长王早生在会上介

绍，目前《管理办法》文件

已正式印发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各地将逐步、

分批更换制式服装， 要在

今年年底实现全国执法制

服和标志标识统一。

《管理办法》在起草过

程中， 住建部还参考了公

安、工商、食药监、海关等

统一着装部门的经验做

法，先后赴北京、西安、长

沙、成都、海口、黑河等14

个城市进行了调研， 范围

覆盖了热区、亚热区、南温

区、北温区、寒区、高寒区

全部6个气候区域，明确制

服和标志标识的供应种类

为帽类、服装类、鞋类、标

志标识类、 装具类五大类

18小类。

服装颜色为藏青色及
天空蓝色

16日的会议现场，两

名工作人员身着全套制服

进行了展示。 服装的颜色

为藏青色及天空蓝色，搭

配金色标志。 据王早生介

绍， 服装功能主要考虑适

应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场所

多在户外、街头的实际，便

于执勤活动。

记者注意到， 标志标

识的设计采用了国徽、人

字飘带、盾牌、牡丹花、橄

榄枝等元素。 制式服装及

标志标识文字统一使用

“城市管理执法” 字样，表

明着装队伍身份。

进一步推进规范执法

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直

接面对群众， 执法行为与

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

“执法人员的着装行为和

着装风纪， 直接展现的是

党和政府形象。” 王早生

说，长期以来，各地政府出

于实际需要， 都为城市管

理执法人员配备了制式服

装和标志标识， 但缺乏统

一设计管理， 标准各自为

政，式样五花八门，使用管

理不规范，“统一制式服装

与标志标识， 是优化城市

管理工作一个重要体现方

式， 对于加强城市管理执

法队伍正规化建设具有积

极作用。”

王早生说， 城市管理

执法队伍统一着装， 绝不

仅仅是“换个形式”，更不

是福利待遇， 根本目的是

要通过统一服装制式，进

一步推进规范执法、 文明

执法， 建设一支管理精细

化、执法规范化、服务人性

化的城管队伍。

如何缓解公众对城管
负面评价？

近年来， 由于个别城

管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不

规范， 导致公众对城管工

作出现了一些负面评价甚

至抵触。 王早生表示，当

前， 各地的城管执法队伍

在管理和建设上， 的确存

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

方， 队伍素质和队伍能力

还需要提高，“我们愿意接

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严

肃纠正粗暴任性执法，举

一反三，吸取教训。”

“打铁还需自身硬，城

市管理工作将精细化、执

法将规范化 ， 服务更亲

民、人性化，这将是我们

的主要工作方向。”他说，

住建部从2016年11月起，

用1年时间集中开展全国

城市管理执法队伍“强基

础、转作风、树形象”专项

行动，通过开展城市管理

执法人员培训工作等方

式，提高全国城市管理执

法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

务水平。

王早生表示， 全国城

管执法人员都要践行“721

工作法”， 即70%的问题用

服务来解决，20%的问题用

管理来解决，10%的问题用

执法来解决， 转变工作作

风，树立崭新形象。

在执法人员的管理

上，王早生介绍，目前县级

以上城管队伍有20多万名

在职在编人员， 同时有20

多万名协管人员， 二者比

例是1:1。

“城市管理是一项十

分具体的工作， 各省乃至

各城市的差别都很大，不

同阶段的城市管理水平不

同， 对人员要求也不同。”

他说，过去对于城市而言，

我们重建设轻管理， 而现

在的发展状态， 对城市管

理工作有了更高的需求。

“按照中央的指导意见，我

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在地方

队伍建设、人员配比、待遇

等方面调研， 制定规范制

度，完善队伍建设。”

有压力也充满信心

去年10月， 住建部印

发关于设立城市管理监督

局的通知。 这也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首次在国家层面

设立城市管理工作机构，

出任局长的王早生也由此

备受关注。公开资料显示，

1957年生人的王早生，此

前担任住建部稽查办公室

主任。

16日的这场关于统一

城管制服和标志标识的新

闻通气会， 是他出任城市

管理监督局局长后首次公

开面对媒体， 并回答记者

提问。

“城市管理工作的基

础条件还不够完善， 我们

责任重大，有压力，但也充

满信心。” 王早生对记者

说。

此前， 城市管理执法

曾因体制机制不顺和缺乏

统一法规制度等， 一度争

议频出。去年年初，住建部

被明确为全国城市管理工

作的主管部门，去年10月，

中央编办批复设立城市管

理监督局， 作为住建部内

设机构， 负责拟订城管执

法的政策法规， 指导全国

城管执法工作， 开展城管

执法行为监督， 组织查处

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大案

件等职责。

王早生说， 监督局成

立后， 很多具体工作还需

要统筹考虑， 要做的基础

工作很多， 目前主要是推

进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

革， 加强对队伍的指导建

设， 以及推动一些基础性

的法规制度出台。

（据《新京报》）

城管年底前统一制服与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