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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检察“微创新”助力社会“大治理”
□　夏青钢

　　近年来，刑事案件总量不断增加，重罪案件

占比稳步下降，轻微犯罪案件的占比快速提升。

为应对刑事犯罪结构变化、刑事司法从“治罪”

走向“治理”的要求，可以探索构建不起诉与公

益服务、检察监督、追赃挽损、法治教育等综合

衔接机制，以检察建议促进诉源治理，以教育

惩戒提升法治意识，以矛盾化解修复社会关

系，推动形成轻重有序、责任有别的阶梯式轻

罪治理体系，在惩治犯罪的同时以检察“微

创新”助力社会“大治理”。

　　笔者认为，完善刑事案件不起诉机制

建设，推动轻罪案件治理现代化，能够更好

推进轻罪诉源治理、综合治理，有效化解社

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可以从以下几方

面进行探索：

　　首先，完善不起诉案件“刑行衔接”机制。在落

实与不起诉案件相关行政处理上，检察机关应当

在不起诉案件“刑行衔接”中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

能。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相

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案件移送函、处理意见及电子

卷宗移送至行政检察部门，录入“行刑反向衔接案

件移交台账”。同时，指派专人与公安机关对接，及

时通报办案进度，转送案件线索，会商法律适用，

确保公安机关及时掌握不起诉情况并依法追究被

不起诉人的行政责任。针对办案中发现的社会治

理等问题，在与行政检察部门全面沟通审查后觉

得有必要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的，应对被不起诉人

实施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等教育性措施，制发检察

意见由相关主管机关对被不起诉人给予行政

处罚。

　　其次，健全被不起诉人社会化管理机制。检察

机关应从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探索和推动非刑罚

处罚工作，实现轻罪问题有效治理。一方面，建立

轻微刑事案件拟不起诉人员参与社会公益服务机

制，联合公安、民政、公益团体等，通过案件的事

实、性质、情节综合考量，让涉案人员以法治学习、

宣传和社会服务等方式作出一定社会贡献，以此

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起到惩戒教育、预防再次

违法犯罪的效果。另一方面，建立被不起诉人跟踪

回访机制，制作专门台账，对不起诉案件开展回

访，通过与被不起诉人及其亲属、所在村、社区工

作人员沟通后，实时掌握被不起诉人的工作、生

活、学习相关情况，适当开展心理辅导和社会帮

扶，促进被不起诉人生活重回正轨。

　　在此基础上，开展跨区域联动法治宣传及开

展案发现场法治宣传，联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在酒后驾驶、醉酒驾驶高发路段、小区等，通过

张贴倡议书、警示标语、现场交流等方式，对涉

酒餐馆经营者、就餐群众开展拒绝酒驾宣传。

此外，还应结合听证开展法治教育，将拟不起

诉案件集中举行公开听证，以案释法开展警

示宣传教育，促使被不起诉人悔过自新，最大

限度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以笔者所在的河

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23年

以来受理的危险驾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

动等轻罪案件人数同比下降20%。

　　（作者单位：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人民

检察院）

明确部门监管职责

　　李斌介绍说，原《条例》于2005年颁布施行，2015年

进行了修订。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燃气管理面

临新的问题，亟须从立法层面加以规范解决。

　　针对燃气安全监管职责不清的问题，《条例》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确定的“三管三必须”

原则，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印发的《全国城镇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进一步细化有关部门的燃

气管理职责。

　　《条例》规定，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瓶装燃气充装、

特种设备使用和气瓶检验机构的监督管理，监督瓶装

燃气充装单位对气瓶进行定期检验和报废处理；负责

生产、销售环节燃气燃烧器具和燃气相关产品质量监

管，依法处理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依法处

理操纵燃气市场价格、垄断、不正当竞争等扰乱市场

秩序的行为。

　　同时规定，公安机关负责依法查处燃气安全相关

治安管理违法行为，办理与燃气领域相关的刑事犯罪

案件；公安派出所可以负责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开展

消防宣传教育，具体职责按照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执

行。应急管理部门依据人民政府的授权或者委托组织

调查处理燃气安全生产事故。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对燃

气经营企业和餐饮企业依法开展消防监督检查，督促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组织开展燃气事故应急救援。

完善燃气安全管理制度

　　《条例》新增“燃气安全事故预防和处理”专章，对

燃气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事故应急处

理等作出具体规定。

　　对于燃气经营企业、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

位，《条例》规定应当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

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

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燃气管理部门和

其他负有燃气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应当依

法开展燃气安全监督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整治。

在检查中发现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立

即排除；重大燃气安全事故隐患排除前或者排除

过程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

出作业人员，责令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

施、设备；重大事故隐患排除后，经审查同意，方可恢

复生产经营和使用。

　　燃气安全事故发生后，燃气经营企业应当立即启

动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组织抢险、抢修，并依法向

事故发生地燃气管理、应急管理、公安机关、消防救援

机构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报告。燃气管理、应急管理、公

安机关、消防救援机构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根据

各自职责，立即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根据情况启

动燃气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条例》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安全事

故或者燃气安全事故隐患等情况，应当立即告知燃气

经营企业，或者向燃气管理、应急管理、公安机关、消

防救援机构等有关部门和单位报告。燃气经营企业、

有关部门和单位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处理。

紧盯瓶装燃气突出问题

　　“瓶装燃气如果管理不到位，如同行走的‘炸

弹’。”李斌表示，“因此，《条例》紧盯瓶装燃气突出问

题，对气瓶的充装、检验、运输、储存、配送、使用、

回收、报废实行全链条监管，通过电子标签进行识

别和追溯，实现‘充装可控、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

可究’。”

　　《条例》规定，自治区实行气瓶全过程管理和追溯

制度。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对自有气瓶喷涂权属单

位标识和服务电话，对气瓶充装、检验、运输、储存、配

送、使用、回收、报废等环节进行全过程跟踪管理，并

通过电子标签等信息技术手段对气瓶进行识别和

追溯。

　　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在气瓶充装、瓶装燃气经营过

程中，不得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燃气；不得销售未

经许可的充装单位充装的瓶装燃气或者销售充装单

位擅自为非自有气瓶充装的瓶装燃气；不得向非法制

造、非法改装以及报废的气瓶和超期限未检验或者检

验不合格的气瓶充装燃气；不得违规在液化石油气中

掺入二甲醚或者其他危险化学品；不得向未设置电子

标签的气瓶充装燃气；不得用贮罐、槽车直接向气瓶

充装燃气或者用气瓶相互倒灌燃气；不得将充装后的

气瓶交由未取得危险货物运输许可的单位或者个人

运输；不得向餐饮用户提供气液两相气瓶。

　　《条例》还规定，瓶装燃气实行统一配送服务制

度，由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及时、安全地向燃气用户配

送并现场进行接装。瓶装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保障燃气

用户用气需求，按照配送管理规范，加强对配送人员、

配送车辆、使用环境等管理。配送管理规范由自治区

人民政府燃气管理部门会同交通运输、市场监管、公

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制定。

加大处罚提高违法成本

　　《条例》规定，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从事燃气经

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燃气经营企业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证的规定从

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处三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

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燃气经营企业有“向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

所提供燃气的、未落实实名购气制度的、未通过电子

标签等信息技术手段对气瓶进行识别和追溯的、接到

燃气泄漏报修后，未立即派人到现场抢修的”这四种

情形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违规使用气液两相

气瓶和瓶组供气的；擅自处理气瓶内的残液或者更换

气瓶减压装置的；加热、撞击、倒卧、曝晒气瓶的；

实施危害室内燃气设施安全的装饰、装修活动的，

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

单位可以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

可以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条例》还规定，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

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切断装置的，由燃气

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处五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

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1年过去后，《第八个嫌疑人》还能否追诉？

　　电影《第八个嫌疑人》根据发生在1995年的武装

劫钞案改编，讲述了以陈信文为首的犯罪团伙，武装

抢劫银行押钞车，而事件发生后，主犯从此销声匿迹，

警方锲而不舍地对嫌疑人追凶长达21年的故事。

　　21年间，主犯被掩藏的罪行与警方不懈地追踪相

互交织，这场迟来的对峙终于迎来结局。本期【追剧学

法】，由《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汇祥律师事

务所管委会委员、高级合伙人隗卓然律师带我们一起

来探究《第八个嫌疑人》背后的法律知识点。

　　场景一：1995年，建筑公司老板陈信文因资金短

缺打上了银行押钞车的主意，他和堂弟陈欣年以及公

司的几人策划，买通了银行的两名负责人，持枪抢劫

了押钞车，共抢得人民币1500万元，三名押钞员因此

丧生。抢劫押钞车，面临什么刑罚？

　　依据我国刑法适用原则，犯罪行为发生在刑法修

订之前的，按照“从旧兼从轻原则”选择适用法律。该

案发生在1995年，适用我国1979年刑法：以暴力、胁迫

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犯前款罪，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

处没收财产。

　　现行法律关于抢劫罪的规定更为详尽，根据2020

年修订的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

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抢劫正在使用中

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的，视为“抢劫银

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

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如果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剧中劫匪的行为属于抢

劫致人死亡的结果加重犯，应当加重处罚。同时又符

合“抢劫正在使用中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

车”，该行为属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亦满足法定刑升

格条件，将在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的量刑范围内加重处罚。

　　场景二：抢劫押钞车的五名嫌疑人在逃亡路上被

警方抓获，而潜居幕后的陈信文和陈欣年逃到了边

境。为了回归正常人的生活，陈信文以“莫志强”的身

份化名在当地娶妻生子，过上了“新生活”。冒充他人

身份，该担何责？

　　居民身份证法的相关规定，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

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从事犯罪活动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而根据刑法规定，伪造、变造、买卖居民身份证、

护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用于证明身份

的证件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

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值得一提的是，陈信文利用伪造的身份信息，与

他人结婚生子，属于婚姻登记瑕疵，是不符合法定程

序的登记，不能作为民政局作出婚姻登记行为的合法

证据。

　　场景三：21年后，当年负责劫钞案的警察王守月

已经退休。某日，一则新闻视频中出现了一张模糊但

熟悉的身影，王守月为此只身前往边境城市，决心将

改名换姓的陈信文抓捕归案。21年前的刑事案件，可

以追诉吗？

　　剧中的抢劫案属于当事人“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的例外情形，不受刑法追诉期限的限制。根据刑法规

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

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

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即便案件未立案且已经过追诉期限，如果发现犯

罪并认为必须追诉的，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后，

仍然可以追诉。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

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

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

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

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

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同时规定，追诉期限从犯

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

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

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场景四：陈信文的妻子杨芳在知晓陈信文全部犯

罪事实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仍想办法帮助陈信

文逃避法律制裁。帮助犯罪的丈夫逃避法律制裁，是

否构成窝藏罪？

　　刑法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

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剧中，杨芳虽然通过为陈信文提供金钱以及逃脱

计划，帮助其逃避法

律制裁，符合窝藏

罪的行为方式及犯

罪构成，依法应当

构成窝藏罪。但由

于杨芳是其妻子，

该行为属于近亲属

间的窝藏行为，可

以不予追究其窝藏

罪的刑事责任或应

从宽处罚。

　　邹星宇  

《宁夏回族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修订实施

聚焦六个方面实行对燃气的全链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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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宁夏回族自治

区燃气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新修订的《条例》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

原则，明确了燃气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管职责，细化规定了燃气经营企业在入户宣

传、免费安检、实名制购气、应急处置等方面责任，并对餐饮等行业安全用气行为进行了规范，

已于11月1日起施行。

　　宁夏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李斌在作立法说明时表示，在修订《条例》时，立法机关坚持问

题导向，聚焦“问题气”“问题瓶”“问题阀”“问题软管”“问题管网”“问题环境”六个方面，对燃气

安全实行全链条管理，既纠燃气设备的“硬伤”，又补制度建设的“软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