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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
公益诉讼整体从顶层

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局部试点到
全面推开，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
解决了一批群众的操心事、烦心
事 、揪心事 ，特别是检察公益诉
讼制度建立以来，检察机关能动
履职，有力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

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有
无必要性？ 这部法律该遵循怎样
的立法原则？ 公益诉讼案件的受
案范围有哪些？ 近日，检察公益
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参与本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围
绕上述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深
入研讨， 通过思想交流凝聚、强
化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共识。

单独立法
更好维护公共利益

记者从研讨会上了解到，在

公益诉讼实践中，检察公益诉讼

起诉案件占全部公益诉讼起诉

案件总数的 95%以上，行政公益
诉讼案件又占检察公益诉讼案

件总数的 90%左右，已形成以检
察公益诉讼为主的公益诉讼基

本格局。然而，随着检察机关公

益诉讼工作的深入开展，制度供

给不足的问题愈发凸显，直接影

响到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因此制

定检察公益诉讼法更具现实必

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众多全国人大代

表、全国政协委员提出有关完善

公益诉讼制度的议案提案，今年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近

700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
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的建议。

为什么要制定一部检察公益

诉讼法？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

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认为，检察公

益诉讼的本质是“客观诉讼”，而现

行的民事和行政诉讼是“主观诉

讼”，把客观诉讼的条款揉到主观

诉讼的法律中是不衔接、不协调

的。“应该把公益诉讼的相关条款

从民事和行政诉讼法中抽离出来，

进行单独立法。”马怀德说。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

究会副会长湛中乐表示，作为一

种新型的诉讼类型，检察公益诉

讼在未来的发展还有赖于更加

合理、科学、明确的程序规范，探

索检察公益诉讼单独立法正是

立足经验、谋求发展的关键一

步，是完善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

案的必要举措。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

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王利明认

为，目前检察公益诉讼经验积累

相对更多一点，而且检察公益诉

讼法涉及的范围相对小一点，问

题也比较集中，针对性更强，所以

先制定一部检察公益诉讼法，然

后通过实施、摸索、总结经验，在

这个基础条件成熟的时候，再制

定一部统一的公益诉讼法。

增强检察公益诉讼
立法系统性

当前，包括民事诉讼法、行政

诉讼法、民法典等在内的多部法

律都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作出了

明确规定。近年来，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关

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办理海洋自

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文件；最高检

发布《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

规则》，为办案提供了全流程、体

系化的规范依据。

“为确保法律好用、管用、够

用，要坚持科学立法，增强这项

立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应当被额外强调。”中国法学会

立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

人民大学教授冯玉军告诉记者，

相对于传统的私益诉讼，公益诉

讼更加复杂，存在难以处理的一

系列法律制度难题，因此增强其

立法的系统性非常重要。

“现在的公益诉讼制度是分

别规定在若干个法律中，但是要

从法律统一的高度和要求来看，

这种分散立法不利于制度的发

展，必须有相对统一、完整、体系

化的制度安排，从实践要求来

看，现行的立法也不能满足实践

发展。”马怀德说。

应为案件范围
提供明确指引

近十年间，检察公益诉讼从

无到有，从基层自发探索到成为

法律制度，从学习和继受他国经

验到发展出具有鲜明特征、依托

本土资源的中国方案，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

截至目前，检察公益诉讼在

法定办案领域上形成了“4＋10”
格局。其中，“4”，即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

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4 个诉讼法明确列举的领域；
“10”，即 2018 年以来，全国人大
常委会修改、制定相关法律时，

通过单行法的形式进一步增加

了 10个新领域，有英雄烈士保
护领域、未成年人保护领域、军

人地位和权益保障领域、安全生

产领域、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等。

目前，有 27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分别对检察公益诉讼工

作作出规定，这些地方性法规除

规定上述“4+10”领域外，进一步
明确积极探索公益诉讼新领域，

诸如文物和文化遗产、互联网领

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的案件等，

已经呈现出“4+N”的开放态势。
“对于当下单行立法明确规

定的公益诉讼案件范围应在该

次立法中明确规定，同时检察公

益诉讼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保护应分清主次，鼓励检

察机关集中力量优先办理对公

益受损严重、社会反映强烈的领

域的案件。”郑州大学检察公益

诉讼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嘉军说。

“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

围的设置缺乏统一标准，呈现出

碎片化的特征，当前立法难以从

全局上为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的设置提供明确指引。”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潘剑锋称。

潘剑锋认为，检察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范围关乎着检察院能在

多大范围内行使社会治理检察职

能，补充传统行政执法效果不足

的问题。因此对于案件范围的设

置，需要对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

进行检视，考虑设立一部统一的

法律来作出明确规定，在法律进

一步扩大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

时，考虑遵循平衡原则的适用。

与会专家学者纷纷表示，考

虑到社会发展及法律变迁，应通

过概括兜底的方式留下发展空

间，方便后续立法、修法工作的

开展。 （据《法治日报》）

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正当其时

改造提升14万个无障碍点位

杭州以城市“无碍”推动社会“有爱”

新闻NEWS

杭州第 4 届亚残运会即将
开幕。

亚残运会不仅是一次体育

竞技盛会，更是一次提升无障碍

环境建设的契机。除了赛事侧 19
个竞赛场馆紧锣密鼓筹备外，杭

州在城市侧开展了“迎亚（残）

运”无障碍环境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保障亚残运会顺利举办。

三年以来，杭州改造提升 14
万个无障碍点位及重要公共服

务场所；对亚运场馆、亚运村、定

点酒店以及机场、地铁、火车站

等 1800多个项目开展竣工前体
验督导；创建省级无障碍社区

121个，实施困难残疾人家庭改
造 1.5万户。
为了让残障人士出行有爱无

“碍”，杭州已提升城市道路 75条
段、盲道 3000余公里、缘石坡道
2.9万处、城市人行天桥地道 50
座、无障碍公厕 1600余座，实施
老旧小区电梯改造 1000台，建成
“红色阵地”无障碍示范点 260余
处、公交站台 3500余处，推出 300
辆无障碍巡游出租车，打造了以

西湖、良渚、运河等世界遗产为核

心的 5条无障碍旅游线路。
同时，杭州全力推进政府网

站、办事窗口、公共服务机构网点

等信息无障碍建设，创新研发“无

障碍服务在线”平台，可提供无障

碍交通出行、24小时智能在线手
语翻译、无障碍旅游、观影、生活、

检察院无障碍公益诉讼等一站式

集成服务，有效破解特殊群体出

行难、沟通难、融入难等问题。

这些无障碍点位和设施提

升，带来了怎样的改变？现场，杭

州市无障碍环境促进会会长张

华一席话道出心声。“这些年，杭

州无障碍设施有了很大提升，我

今天坐着轮椅，自己搭乘地铁来

参加活动，全程都很顺利。”

对残障人士而言，居家环境的

无障碍就是身边的“小幸福”。以上

城区为例，该区整合多方优质资

源，推出了“特有爱”助残服务模

式。比如，在街道、社区配置轮椅、

拐杖等“共享辅具”；在“特有爱·荷

湾幸福街区”开展康复服务、职业

指导、手语教学等多项活动，让更

多残障人士共享社会关爱。

幸福感不仅来自于城市的

改变，还有观赛体验的提升。张

华告诉记者，此前他参与了亚残

运会竞赛场馆无障碍设施提升

的测评体验。“结合资料和亲身

体验，我觉得杭州亚残运会竞赛

场馆是有史以来做得最棒的，在

很多细微的地方很用心。”

比如，场馆卫生间里的冲水

马桶，原先用的是按键冲水，但

张华和残障人士代表们提出，这

样的冲水方式对部分残疾人运

动员、观众来说不方便，建议改

成手把式冲水开关。“相关部门

很尊重我们的意见，结合意见建

议进行提升改进，为残障人士提

供更贴心的服务。”

一座城市的有爱无“碍”，需

要心手相连。活动现场，全国助

残先进个人、13年坚持为盲人讲
解电影的电台主播雷鸣和阿里

工程师郭百岭，代表杭州市爱心

人士和残障人士向全社会发出

“礼让盲道”“礼让无障碍卫生

间”的“文明两让”倡议，展示杭

州“有爱无碍”之城的文明温度。

在亚残运会即将到来之际，杭

州还启动了亚运文明驿站助残服

务。220个市级亚运文明驿站、314
个区（县）级亚运文明驿站，3400余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串珠成链、全情服务，成为一道靓

丽的城市志愿服务“风景带”。

这两天，不少文明驿站也正

在开展助残城市志愿者培训。比

如，此前在上城区社区学院举行

的培训，邀请到了杭州市肢残人

协会主席王亚东，为志愿者们讲

解正确助推轮椅的方法。“作为志

愿者，通过这次培训，我对于如何

更好地为残障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有了更深的认识，在亚残运会到

来之时，可以为更多需要帮助的

残障朋友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

小营街道志愿者张阿姨说。

在亚残运会期间，这些文明

驿站的各类“爱杭城”亚运城市志

愿者队伍，将进一步发挥助残惠

民、助残引领、助残无碍等功能，

帮助有需要的宾客和市民观览赛

事、游览风景、品味城市，共同铸

就城市文明的高度、人文的厚度

和关爱的温度，让世界看到不一

样的杭州。 （据《浙江日报》）

西湖景区打造了全国首个山地式无障碍旅游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