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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并用

··长长治治久久安安谈谈

□　肖江平

　　近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
过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新法条文数从原来
的33条增加至41条，将于2025年10月15日起施行。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规范市场竞
争行为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实施，经2017年
全面修订、2019年修改完善，在制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公平竞争市
场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修订是健全完善
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制度的重大举措，对于推动构建
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修订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实践中面临的新
情况、新问题，总结近年来反不正当竞争的工作经
验，制度创新显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增加了“预防不正当竞争”的宗旨，将现行
法中主管部门“查处”职责扩大为“监督检查”职责，
竞争法的体系性进一步增强。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
实施以来，对于主管部门的职责规定一直是“对不正
当竞争行为进行查处”。这次修订改为“对不正当竞
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这一关键词的变化，上承新
增的第三条“国家健全完善反不正当竞争规则制度，
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即国家的反不正当竞
争从政府查处扩大为立法执法司法的健全、完善和
加强；同时还统摄下列相关条款：行业组织引导规范
的对象从“会员”扩展到“本行业的经营者”，新增了
平台经营者“引导、规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公平竞
争”“发现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应
当及时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
按规定向平台经营者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
检查部门报告”，以及“经营者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
监督检查部门可以对其有关负责人进行约谈，要求
其说明情况、提出改进措施”。这些修改和新增，连同
总则立法宗旨中新增的“预防”，可以认为我国未来
的反不正当竞争，将从聚焦案件查处、裁判的事后规

制向事中甚至事前规制扩展。审视新增的第十四条
和第十五条，还可以认为，本次修法还可能进一步增
强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
立法执法司法链条上的深度融合。通过上述融合、整
合，保障各类经营者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
与市场竞争，有助于更好地实现维护公平竞争市场
秩序，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促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目标。
　　二是回应了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为我国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行稳致
远保驾护航。2017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增加了互联网专
条，对规范互联网竞争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互联
网领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对公平竞争市
场秩序带来新的冲击。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反不正
当竞争法执法检查报告提出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
度，构建完备的竞争法律制度。2024年市场监管总局
颁布实施了《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此次修
法吸收了这些工作成果和经验，对于网络不正当竞
争的规制表述更精细、路径更有效，网络不正当竞争
规制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例如，将不当获取使用数
据、网络领域恶意交易等行为增列为不正当竞争规
制的行为，将“不得利用技术手段”修改为“不得利用
数据和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细化了虚假宣传、
商业混淆的行为构成等，新增了平台经营者反不正

当竞争方面的相关义务。这些修改，细化行为构成，
拓展了规制的路径，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规制效率。
　　三是针对现行法存在的不足，将商业混淆中的
帮助行为、商业贿赂中的受贿行为增列为法律禁止
的行为，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更加契合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经济机制，有助于提升反不正当竞争执
法效率和公平性。修改后的第二十三条还规定，销售
涉嫌混淆行为的违法商品的，应当予以处罚，但如果
销售者不知道其销售的商品属于违法商品，能证明
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由监督检
查部门责令停止销售，不予行政处罚。在法律责任上
如此界定合理合情，有助于解决商业混淆规制中的
空白、模糊地带问题。此外，商业贿赂中行贿受贿一
起查，体现了对贿赂行为机制、办案规律的尊重和
运用。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
场秩序夯实了法律基础。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相
信有关部门会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细化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认定规则，确保执法尺度精准、统一。同时，
还要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引导各方面更好地理解
法律，推动立法效应逐步释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持续注入法治动能。
　　（作者系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
家咨询组成员，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

完善法律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此次修订是健全完善反不
正当竞争规则制度的重大举
措，对于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日，因改名“朱雀玄武敕
令”引发关注的湖南小伙周某
申请改回曾用名“朱雀玄武”，
据了解，这是其近13个月以来
提交的第11次更名申请，其本
人直言“想出名”。对此，当地公
安局暂不予审批，原因是频繁
申请更名，属扰乱公共秩序、浪
费行政资源的行为。

　　点评：虽然公民有变更姓
名的权利，但绝不能用来自我
营销、哗众取宠。无节制地改名
不仅毫无意义，更造成对公共
资源的浪费，必须依法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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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世象

□　韩 旭

　　为依法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确保
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依法执行，切实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于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
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
　　法院生效裁判是国家法律实施的具体体
现，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将严重挑战法律尊
严和司法权威，进而影响公众对法治的信仰。我
国1979年颁布刑法时就设置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相关罪名。1997年修订刑法时，将拒不执行
判决、裁定罪单独规定为一条，并将“拒不执行”
修改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同时增加了
“情节严重”的限制性条件。2015年《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情节严重”的情形进
行了细化。同年，刑法修正案（九）对该罪作了两
处修改，增加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定刑升格
情形以及单位犯罪的规定。这表明，国家惩治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制度设
计持续完善。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犯罪行为严重侵蚀
司法公信力、破坏社会诚信体系，已成为当前法

治建设的一大顽疾。近年来，我国执法司法机关
通过专项行动、强化协作、完善机制等多种方式
加大对拒执犯罪的打击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此同时，相关犯罪日益呈现出隐蔽性强、手段
多样化、跨区域等特点。具体来说，一是行为手
段日趋隐蔽与多样化。被执行人不再局限于直
接的暴力抗法，而是通过更为复杂的财务操作
等方式来规避执行。二是财产转移的跨区域性
与技术性增强。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和科技的
发展，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的手段更加多元
化和技术化。三是拒执主体的组织化与共犯现
象突出。当前拒执犯罪不再局限于被执行人单
独实施，而往往是有组织地串联案外人共同对
抗执行。这些情况给办案带来了不少挑战，导致
出现追诉启动难、取证难等困境。同时，虽然刑
法规定了拒执罪的构成要件，但实践中对于“有
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把握尺度不
一、认定标准不统一，常常导致同类案件处理结
果差异较大，这不仅影响司法公信力，还让部分
“老赖”有机可乘。
　　此次“两高一部”通过明确公检法职责分
工、细化证据标准、完善自诉程序等举措，为破
解打击拒执犯罪实践难题提供了系统性的解决
方案，彰显了国家维护司法权威、保障胜诉权益
的决心。这一文件从程序衔接、证据标准、部门
协作等多个维度完善了拒执案件办理工作机
制，其创新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充分肯定。
　　首先，明确了公检法的职责分工，构建了无
缝衔接的工作流程。《意见》全面界定了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拒执案件中
的具体职责及衔接程序，三部门分工明确、相互
配合，将极大提升拒执犯罪案件的移送效率和
办理质量。其次，细化了证据标准和移送要求，
有助于破解取证难题。《意见》第四条规定了人
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拒执案件应附的五类证
据材料，包括证明犯罪嫌疑人身份的证据、证明
其负有执行义务的证据、证明其有履行能力的
证据、证明其存在拒执行为的证据以及证明拒
执相关情节或后果的证据。这一细化规定一方
面引导法院执行部门在平时工作中要注意收集
固定相关证据，避免因证据不足导致无法追究
刑事责任，另一方面为公安机关侦查此类案件
指明了方向。再次，强调适用公诉转自诉程序，
重点解决自诉案件“立不上、诉不出、判不了”的
难题，有助于进一步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
益。最后，要求建立联席会议机制。通过定期会
商，统一证据标准、协调案件处理、研判犯罪态
势，确保打击工作常态化、专业化。
　　《意见》的出台，构筑了严密的惩治体系，以
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式为法院执行工作扫清障
碍，向社会传递出“守法者受保护、违法者必受
惩”的明确信号，让“老赖”们无处可逃，同时有
利于培育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推动形成尊崇
法律、敬畏裁判、恪守诚信的社会风尚，这既是
法治中国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全面依法治
国在实践中落地生根的生动体现。
　　（作者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事诉
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统一办案标准让“老赖”无路可逃
热点聚焦

□　肖伟志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
完善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强调要加强对信用修复工作
的统筹协调，按照“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
在受理办理、更新反馈、异议处理等工作中
强化部门协同，加大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力
度，不断提升信用修复工作质效。
　　“人无信不立”。信用对社会个体来说
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不断深入，逐步形成了一套覆盖面广、约束
性强的失信惩戒机制，这对于提升全社会
信用水平和诚信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信用
修复作为信用管理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
日益凸显。信用修复不仅事关失信主体的
合法权益维护，还关系到社会信用体系的
健康发展。信用修复制度是信用主体重塑
信用、重拾信心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我国在信用修复制度建设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失
信信息分类标准不明确、信用修复流程繁琐
等，这些问题制约了信用修复工作的开展，
影响了信用主体重塑信用的积极性，使得
这一重塑机制无法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了《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的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统一规范、协同共
享、科学高效的信用修复制度，鼓励失信主
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此次《实施方案》的

出台，正是对这一部署的具体落实，为破解信用修复难点、
帮助信用主体高效便捷重塑信用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
　　《实施方案》主要针对公共信用信息领域的修复难题作
了一系列回应。公共信用信息，是指国家机关和法律法规授
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履行法定职责、提供
服务过程中产生和获取的信用信息。公共信用信息中的失
信信息包括行政处罚、异常名录、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和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等。现实中，信用主体常陷入“双重困境”：既
不知该向哪个部门申请修复，又面临“一部门修复、多部门
仍用旧信息”的信息不同步问题。而这些公开信息又会成为
征信机构信用产品的“原料”，进一步加剧修复难度。对此，
《实施方案》构建了统一受理平台、压实办理责任、同步更新
结果的一体化工作机制，明确“信用中国”网站作为统一的
信息公示与信用修复受理平台，按照“谁认定、谁修复”原则
压实主管部门责任，通过“信用中国”网站与主管部门、征信
机构深度联通，实现修复结果同步更新，为破解修复难题提
供了清晰的路径。
　　此外，公共信用信息领域失信信息种类繁多，这些失信
信息涉及的部门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公共管理部门，但由于
缺乏统一立法，失信信息的认定基本上由各主管部门制定
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规定，而目前只有少数部门制定了专
门的信用修复规则。失信信息认定主体多元、标准各异，再
加上统一的修复条件和程序尚未建立，难免使信用主体陷
入“手忙脚乱”的境地，极大增加了信用修复的成本。对此，
《实施方案》通过完善失信信息分类标准，明确修复条件，规
范修复流程，统一办理期限，保障异议申诉等，构建了一套
较为完整的信用修复标准和程序，有助于解决信用主体“多
头跑、反复办”的困境。
　　《实施方案》是推动“完善统一的信用修复制度”目标落
实的重要行动指南，为各主管部门建立健全信用修复制度
提供了方向，为征信机构使用已修复、不再公示的失信信息
提出了要求，也为协同推动破产重整、破产和解企业高效修
复信用明确了思路，为困境企业重拾发展动能开辟了通道。
这些安排直击信用修复“部门化、碎片化”痛点，将“失信可
改、修复有据”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信用修复是失信主体主动纠错的“改过通道”，也是社
会信用体系自我净化的“新陈代谢”机制，既体现了对失信
行为的惩戒，更彰显了对诚信重建的鼓励，有利于推动“一
处失信、处处受限”与“及时纠错、重塑信用”形成良性互
动。期待各有关部门以《实施方案》落地为契机，加快信用
修复相关制度规定的“立改废释”，按照“信用中国”网站数
据标准建设完善本部门信息系统，确保修复结果准确可
溯，同时加强宣传，提高社会公众对信用修复制度的知晓
度和认同感，引导信用主体积极参与信用修复，共同营造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让诚信真正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
与行为自觉。
　　（作者系湘潭大学法学学部教授、信用风险管理学院
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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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治沙龙

□　包 涵

　　今年6月是我国第15个全民禁毒宣传月。近段时间
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禁毒宣传活
动。为守护青少年远离网络涉毒风险，中央网信办、教
育部、公安部、国家禁毒办等七部门决定于2025年6月
至12月在全国开展防范青少年滥用涉麻精药品等成瘾
性物质网络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并联合发布了倡议。
　　近年来，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禁毒工作取
得显著成效，禁毒斗争整体向好态势持续巩固。但同
时，受国际毒情影响，我国毒品滥用形势发生结构性变
化，具有药用价值且可以合法使用的麻精药品以及具
有成瘾性的非列管物质走上前台，成为当前吸毒者特
别是青少年的主要选择。而伴随着互联网在生活中的
广泛应用，青少年接触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信

息渠道不断拓展，由此也带来了更大的涉毒风险。这些
物质要么属于合法药物、具有一定的可获得性，要么不
受禁毒法律管控，对青少年来说具有相当大的蛊惑性。
此外，由于其在一定场域内可以合法流通，也给公安机
关执法打击带来了极大难度。如何防范青少年滥用成
瘾性物质，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应当说，作为药物使用的麻精药品，在医疗、教
学、科研等合法场合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禁毒法明
确规定并予以保障的。但是，作为滥用的对象，这些药
品与海洛因、冰毒等非法制贩的毒品一样，会给人特
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带来极大破坏，阻碍青少年健康成
长。近年来，依托咪酯、右美沙芬、曲马多等物质在我
国快速扩张，已形成一定的滥用规模。而未列管的成
瘾性物质，如“笑气”、亚硝酸酯类物质等在青少年群
体中流行泛滥，不仅毒害青少年身心，还可能诱发其
他衍生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安全。
　　针对涉麻精药品及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问题，
有关部门采取了诸多举措。例如，2023年最高人民法

院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案件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对
涉麻精药品的行为作出了详细规定，对医疗用途、医
疗目的等司法认定事由进行了界定，为执法工作的顺
利开展奠定了基础。2024年修订的《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管理条例》，将麻精药品按照药用类和非药用类
分类列管，提升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
管办法》中对非药用类麻精药品管制的效力层级，明
确了分类管制、一致适用的管制制度，为处理涉毒违
法犯罪提供了制度保障。
　　遏制毒品传播，不仅要注重“后端”的打击惩治，
更要做好“前端”的预防教育工作。此次倡议由中央网
信办、教育部、公安部、国家药监局、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和国家禁毒办共同发起，体现了对青少年涉毒风
险防范的综合考量，从认清危害、拒绝诱惑、家庭关
爱、全民行动等多方面进行提醒和警示，彰显了麻精
药品日益泛滥背景下相关部门对于青少年的全方位
保护。倡议强调了麻精药品的双重属性，教育青少年
要科学认识麻精药品，承认其功能的同时防止过量使

用，这有助于提升预防教育的科学性。同时，倡议从青
少年行为规范的角度施以教育，着力提高青少年识别
毒品伪装和毒贩骗术的能力，增强其对网络媒体、网
络游戏等载体所传播信息的辨识能力。
　　不仅如此，倡议还强调全社会共同参与，将禁毒
法规定的“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予以细化，不仅
有针对性地开展毒品预防教育，而且提倡关注青少年
的情绪、行为变化，倡导为青少年提供更好的成长环
境，并为出现不良现象的青少年提供专业帮助。还进
一步指出，网络环境的净化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打
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有助于防范网上涉毒风险，
防止青少年接触毒品或不良信息。
　　防范青少年滥用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是一
项需要全民参与的系统工程，既要提高青少年的个体
识毒辨毒拒毒能力，帮助其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也
需要家庭、学校等社会主体的参与，关注青少年群体
的成长状况，主动介入青少年的异常表现，更需要全
民行动，从平台到网民，共同阻断不良信息传播，科普
禁毒知识，净化网络环境，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筑牢
无毒的铁壁铜墙。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教授）

合力守护青少年远离涉毒风险
法律人语

□　钟 燃

　　贾谊在《治安策》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叫坦的屠夫，一天
能宰杀分解十二头牛，而其使用的刀刃却不会变钝，原因就在
于他剖解切割时，都是顺着牛的肌肉纹理和骨节缝隙下手。但
是，当遇到大腿骨、盆骨这些坚硬的大关节时，他就换用斧头
去砍劈。贾谊向汉文帝进谏，治理国家就像屠夫解牛一样，对
待可以教化的对象，就要像对付牛的一般肌理，用“礼”这把
“芒刃”便能游刃有余；但对待强大的诸侯，就得像对付牛的坚
硬大关节，必须动用“法”这把“斤斧”来强力制服。庄子讲的
“庖丁解牛”故事和贾谊讲的“坦夫解牛”故事一样，都说明遵
循规律才能游刃有余，但前者旨在强调顺应自然、无为而治，
后者则强调刚柔并济、主动作为。
　　贾谊生活在西汉初期，正是秦亡汉兴、国家秩序新旧转换
的关键时期。他以深刻的洞察力，看到了汉初社会逐渐恢复活
力背后潜藏的深刻危机。富商大贾奢侈无度，分封在外的诸侯
王势力越来越大，对中央政权构成巨大威胁。贾谊认为这种局
面如同“厝火积薪”，把火种放在柴堆下面，人却睡在上面，火
还没烧起来就以为安全，实在太危险了。针对这些问题，贾谊
既反对专任刑罚，也不认同无为而治。他系统阐述了礼法并用
思想，主张更为积极主动的系统治理观。
　　贾谊的礼法并用思想，不仅强调治理国家的手段，更注重
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公正性。贾谊认为，“夫天下，大器也”。商
汤、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义礼乐之上，连禽兽草木都得到滋
养，恩德遍及蛮貊四夷，福泽延续了子孙数十代。秦王把天下
安置在法令刑罚之上，怨恨毒害充斥世间。“秦灭四维而不
张”，秦亡的实质是价值观崩溃，是政权正当性公正性的丧失。
“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
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治理国家不论
赏还是罚，都要像金石般坚定，如四季更替般守信，似天地运
行般无私。贾谊主张，礼法并用为治，替代单纯的暴力征服逻
辑，构建以仁义礼乐为基础、执政公正无私、百姓心悦诚服、社
会充满活力的新的文明秩序，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贾谊认为，“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一方面，要以礼为本，预防为先，重在教化，发挥礼的潜移默化
作用。“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
知也。”即将罪恶杜绝于萌芽前，在细微处施行教化，使百姓日
渐向善、远离罪行却浑然不觉。另一方面，治理国家如同屠夫坦
解牛，法这把“斤斧”不可废而不用，对付大恶巨奸必须采取霹
雳手段。礼法相辅相成，共维社稷之安，方得国祚绵长。
　　贾谊之论，上承周礼之渊薮，下开汉武之先声，而百代皆
受其影响。可以说，贾谊是汉代从文景信奉黄老无为向武帝力
主有为治理转变的关键推手，礼法并用思想为汉代“德主刑
辅”治国方略和“霸王道杂之”汉家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基
础，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律疏议》将儒家伦理道德直
接融入法律条文，实现了“一准乎礼”，礼法融合成为中国古代
治国的基本模式和中华法制文明的鲜明特征。需要注意的是，
贾谊在《治安策》中所讲的“法令”，其直接参照物和批判对象
是秦法，是指严刑峻法。贾谊主张礼法并用，很大程度上是对
秦法的纠偏和更正。后世礼法融合后，中国传统法律在形式上
和精神上都深度浸润礼义的内核，不仅仅是惩戒的工具，也不
仅仅“禁于已然之后”，还具有预防、规范、教育、引导的功能。

微言法评

规则不应如此冰冷

　　近日，一则“10月龄婴儿展馆内喝奶被驱赶”的新闻引发热
议。事件中，因母婴室较远，家长打算在有空调的附近展馆内
喂孩子喝奶，却被工作人员以“禁止饮食”规定为由要求离开。
　　
　　规则设立的本意是保障公共利益，而非制造对立。涉事
展馆的“禁止饮食”规定是为防止食物残渣污染展品、避免异
味影响观展体验，确有必要且合理之处，但将给婴儿喂奶简
单归类为“饮食”，显然背离了规则设立的初衷。工作人员“一
刀切”的处理方式，折射出某些公共机构在执行规则时存在
的思维惰性。事实上，规则的刚性不等于执行的僵化，当规定
与现实发生摩擦时，应当保留人性化的缓冲地带。就这起事
件来说，展馆完全可以通过临时性安排化解矛盾。须知，管理
的最高境界不是冰冷的整齐划一，而是在守护秩序的同时，
为人的基本尊严保留弹性空间。当婴儿的啼哭不再被视为对
规则的冒犯，当特殊群体的需求都能得到系统性的关照，这
样的公共场所，才真正配得上“文明”二字。 （谢军）  漫画/高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