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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五次会议议程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至２０日）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香山革

命纪念地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级人大

立法工作交流会议精神

二、审议《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草

案二次审议稿）》

三、审议《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

排放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

四、审议《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二次

审议稿）》

五、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政府关于《北京市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

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七、听取和审议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

八、审议表决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

九、决定人事任免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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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陈　添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以下简

称“三年行动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本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大决策

部署，在市委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常委会监督

支持下，在周边区域共同努力下，市政府及相关

部门、各区，聚焦重型柴油车、扬尘、挥发性有机

物等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科学施治、精准发力，

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一微克”行动，实现了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

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２０１８年，本市

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为５１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１２．１％。今年以来，本市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

截至８月底，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４２微克／立方米，首

次进入“４０＋”，创历史同期新低；在京津冀及周

边省（区、市）“２＋２６”城市中，ＰＭ２．５ 浓度最低，

同比降幅最大。

一、重点任务进展情况

一是齐抓共管局面全面形成。成立了蔡奇

书记任主任的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下设大

气污染综合治理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小组。市

领导带头当好“施工队长”，蔡奇书记在区委书记

月度工作点评会上，必点排名靠后的区和乡镇

（街道），陈吉宁市长多次研究部署蓝天保卫战重

点工作。健全完善“月通报、季报告”制度，通报

情况细化实化到乡镇（街道），打通大气污染防治

“最后一公里”。全市上下积极落实职责，推进重

点任务及工作措施落实。

二是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完成《北京

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积极推进机动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

“机动车条例”）区域协同立法。提前实施国六排

放标准，出台国三柴油货车全市域限行、扩大非

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区、新能源货车路权保障等

政策，完善老旧柴油车淘汰补助政策，实施机动

车检验检测机构记分制管理办法。修订完善新

增产业禁限目录，发布实施餐饮业、电子工业、加

油站油气等排放标准，全力构建世界一流的环保

标准体系。

三是移动污染源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创新

实施“黑名单”闭环管理制度，累计将１９．７万辆

检测超标的重型柴油车纳入“黑名单”数据库；累

计推广纯电动汽车２８．４７万辆，２０１８年以来，报

废转出国三排放标准柴油货车７．５５万辆；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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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转铁”，截至７月底，铁路发送商品车３７

万辆，同比增长２３．８％；铁路运输进京砂石料

６２．８９万吨，是２０１８年全年的六倍多。

四是扬尘精细化管控水平大幅提升。坚持

“平台共享、部门负责、执法规范、环保督察、信息

公开”二十字方针，印发《北京市扬尘管控工作意

见》，明确各部门扬尘管控职责，细化扬尘管理标

准。建成２７００多套施工扬尘视频在线监控系

统，每月对各区近１６００条道路进行尘负荷监测，

道路清扫保洁“冲、扫、洗、收”新工艺覆盖率达到

９０％以上。定期向社会公布各区和乡镇（街道）

总悬浮颗粒物（ＴＳＰ）、道路尘负荷等情况，强化社

会监督。今年１－７月，全市降尘量均值为７吨／

月·平方公里，同比下降２３．９％。

五是生产生活领域实现深度减排。加大疏

解非首都功能力度，２０１８年以来，累计退出一般

制造业企业９９８家，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

零。对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和餐饮油烟开展

深度治理。加快“一证式”管理，２０１８年完成陶瓷

制品制造等４个行业排污许可证申领核发，加强

对已核发许可证行业证后监管。

六是能源利用水平持续提升。全市集中供

热清洁化比例超过９９％，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

煤化”。２０１９年，重点围绕冬奥会赛区、世园会周

边继续开展清洁取暖改造。完善城镇“煤改电”

采暖季电价优惠政策，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防

用煤反弹。大力发展绿色建筑，累计新增绿色建

筑运行标识项目１２项，在冬奥会工程、行政办

公区建设工程等重点项目中推广超低能耗

示范。

七是科技支撑能力显著加强。依据新一轮

ＰＭ２．５ 来源解析结果，科学编制“三年行动计

划”。研发建立覆盖全市所有乡镇（街道）的

ＰＭ２．５ 和ＴＳＰ监测网络；对１．６万辆重型柴油货

车实施在线监控；完善“热点网格”、大数据分析

技术，对报警量大、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乡镇（街

道），开展“点穴式”精准执法，大大提高了执法效

能和问题处置能力。

八是执法督察力度全面加大。２０１８年以

来，累计检查重型柴油车３５６．４万辆次，处罚超

标车４５．９万辆次、９０３６．５４万元；对江淮汽车开

出１．７亿元最大罚单。累计查处扬尘类违法行

为４万起，罚款２．０１亿元；立案查处固定源大气

类违法行为３７０８起，处罚金额９４４８．１万元。实

现对１６个区市级环保督察全覆盖；深入开展空

气质量专项督察，集中约谈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

２８个乡镇（街道）主要负责人，并通过媒体公开，

将４个乡镇（街道）问题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九是区域协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在生态环

境部的统筹调度下，印发实施“２０１８－２０１９秋冬

季攻坚方案”，修订“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开展

区域联防联控和联动预警。在周边省（区、市）的

大力支持下，圆满完成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世园会开幕式、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重

大活动保障工作。

十是全民参与水平广泛提升。以“一微克

行动”为主线，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和大型主题

采访，持续宣传解读蓝天保卫战工作进展。举办

“北京生态环境文化周”等主题活动，鼓励市民积

极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在联合国环境署年会上

发布《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对

外讲好北京“生态环境故事”。鼓励公众监督，严

格落实“接诉即办”要求，按时办结率１００％。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上看，“三年行动计划”印发实施以来，

全市各区、各部门严格落实各项任务要求，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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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

本市空气质量与国家标准和广大市民期盼相比，

仍存在一定差距，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形势依然

严峻。

（一）空气质量与人民群众的期盼仍有差距

主要污染物浓度仍超过国家标准。２０１８年，

本市ＰＭ２．５、ＰＭ１０、ＮＯ２、Ｏ３ 浓度分别超过国家

二级标准４６％、１１％、５％和２０％。其中，ＰＭ２．５

超标比例最大，是影响本市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

物。与发达国家大城市年均１０－２０微克／立方

米相比，本市ＰＭ２．５ 年均浓度相差２－３倍，与市

民群众对蓝天的期盼仍有差距，空气质量改善仍

将是长期、艰巨的过程。

空气重污染情况仍时有发生。近年来，本市

空气重污染日呈明显下降趋势，但２０１８年仍有

２２天。特别是秋冬季，受不利气象条件、季节性

污染物排放量增大等因素影响，空气重污染易

发、多发，２０１８ 年秋冬季重污染日占全年的

８５％，影响了市民蓝天获得感。

（二）大气污染减排空间收窄

随着多年来持续性、大规模、集中化工程减

排项目的陆续实施，本市工程减排的潜力空间越

来越小。随着燃煤污染问题基本解决，机动车为

主导的移动源污染特征更加突出，城市正常运转

和市民日常生活的“刚性”排放占比越来越大，需

要从工程减排为主转向工程和管理减排并重，更

多地依托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依靠法律、经济、

技术和公共政策的引导，通过管理的法制化、精

细化，来实现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特别是现阶

段，在制定污染防治政策时，涉及与市民生活和

城市运行保障等相关领域，难度更大，需进行更

全面、系统的分析研判。此外，受场站条件等因

素制约，公交、物流等专用领域充电设施建设还

难以满足需求，车辆电动化进程有待加速。

（三）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还存在差距

本市的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和水平与作为

首都的城市定位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本市各

类工地开复工面积大，非道路移动机械流动性

强，缺乏行之有效的识别和监管；个别施工企业

工作精细化程度不高，苫盖不严、不及时，清理、

洒水措施落实不到位等问题时有发生；挥发性有

机物排放中，城市面源和居民生活源所占比重越

来越大，呈现点多量大面广、间歇排放的特点，治

理难度大。部分乡镇（街道）环保工作人员不足

或职责落实不到位，对基层环保违法问题难以及

时处置。

（四）区域协同治理还需向纵深推进

京津冀区域地形呈“簸箕状”，在偏南风的主

导风向作用下，污染物易沿山前传输，最终在本

市堆积并转化，加之华北地区干旱少雨、水域面

积小等，生态系统大气自净能力较弱，京津冀地

区重污染多发，虽然近年来空气质量实现了大幅

改善，但京津冀地区仍是全国大气污染最重的区

域之一。

当前，周边区域工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以

燃煤为主，运输结构以公路为主，京津冀区域污

染物排放总量远超环境容量。根据ＰＭ２．５ 最新

源解析结果，本市ＰＭ２．５ 来源中，区域传输约占

三分之一，重污染期间的传输贡献占比达５５％－

７５％。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成果尚不牢固，三地污

染物排放标准还需进一步协同，打击区域环境违

法犯罪还需进一步深入，区域高排放货车查处力

度还需进一步加强，更需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运输结构等方面下大力气，从根本上推进

污染物实现结构性减排，推动区域空气质量共同

持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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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一步工作

２０２０年底前，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阶段，也是打赢蓝天保卫战的攻坚阶段，大气

污染防治任务更重、压力更大。市政府将牢牢把

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以ＰＭ２．５ 治理为重点，聚

焦重型柴油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等重点领域，

以“精精益求精、万万无一失”的标准，全力做好

国庆７０周年庆祝活动保障工作，全面完成“三

年行动计划”各项任务，推动首都大气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

获得感。

一是推进移动源低排放化。疏堵结合、加

快高排放柴油车更新淘汰，落实新能源货车路权

保障政策，加快车辆电动化进程；积极推进“公转

铁”，优化调整交通运输结构。严格执行国三排

放标准柴油货车全市域限行和高排放非道路移

动机械禁用区政策。严格实施国六机动车排放

标准，强化新车一致性检测和在用车排放监管，

闭环管理超标排放柴油货车；积极配合“机动车

条例”立法出台，建立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登记

制度，完善重型车排放在线监控项目建设，进一

步夯实基础、提升能力。

二是推进扬尘污染管控精细化。严格落实

《北京市扬尘管控工作意见》，加快研究出台各类

施工工地监控技术和数据传输规范，形成全市统

一的扬尘可视化、智能化监管平台，完善管理和

执法部门之间信息共享机制；充分使用记分、信

用联惩、停止在京投标资格等手段加强扬尘违法

行为监管。建立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

道路清扫保洁体系，提升城市道路“冲、扫、洗、

收”新工艺作业率和机械化清扫标准。综合运用

扬尘在线视频监控、粗颗粒物监测网络、道路快

速检测、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提升扬尘精细化

管控水平。

三是推进生产生活绿色化。以疏解非首都

功能为“牛鼻子”，继续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

业，稳步实施镇村产业聚集区转型升级。推进挥

发性有机物“一厂一策”治理，加快构建标准引领

的挥发性有机物管理体系，推动建立基于“源头

管控＋运行状态监管”的挥发性有机物管理模

式。推进低挥发性建筑类涂料和消费品使用，开

展汽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继续推进餐饮业

规范化管理和整治。完成汽车制造、木质家具制

造、电子等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并强化证

后监管。

四是推进能源消费清洁化。稳步推进电能

替代，最大限度利用外输电。充分开发本地新能

源资源，加大可再生能源在城市副中心、新机场

等重点领域的应用。继续巩固“无煤化”成果，严

控新增用煤，全面提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

重，有序推进山区村庄“煤改清洁能源”工作。加

快出台新版节能率８０％以上新建居住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推进绿色标识建筑、超低能耗建筑发

展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

五是推进执法督察常态化。进一步健全部

门联合执法、案件移送等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

“点穴式”执法，利用热点网格、移动监测、在线监

控等科技手段，重点加强对重型柴油车、非道路

移动机械、加油站、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行

业的监管执法，提升重型柴油车氮氧化物排放检

查力度。研究制定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

作实施细则，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纳入量化考核，定期通报排名，依法

依规对履职尽责不到位、失职失责、工作不力等

问题严肃处理。

六是推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协同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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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５



“机动车条例”协同立法为契机，推动进一步强化

区域间高排放移动源的协同打击。在国家相关

部门的统筹指导下，加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

联防联控，共同开展空气重污染应急联动；继续

实施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协同周

边地区共同做好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推动区

域空气质量共同改善。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下一

步，我们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

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

紧抓机遇、求真务实，勇于担当、开拓创新，加快

推进“三年行动计划”各项任务措施落实，推动首

都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实现首都高质量发

展、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打下坚实基础，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以上报告，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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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对市人民政府

关于《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情况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北京市人大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李　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协助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政府关于《北京

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情况的报

告，今年７月以来，城建环保委员会组织委员代

表实地调研柴油货车、扬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等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打赢蓝天保卫战工作

进展情况。８月３０日，城建环保委员会召开第七

次会议，研究讨论市政府的报告，提出专委会的

意见和建议。

一、基本情况

在市委生态文明建设委员会领导和统筹协

调下，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在落实三年行动计划中，取得了良好成

效。今年１－８月，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４２微克／立方米，历史同期最低，群众

蓝天幸福感明显增强。在２０１９年３月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发布的《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

与展望》评估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北京空气质量

改善的成果，同时指出北京市在大气环境质量改

善方面所做的努力为全球其它城市，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城市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是大气污染防治体制机制日趋完善。制

定年度行动计划，明确各区、各部门重点任务和

措施，市、区、街（乡）三级污染防治职责层层压

实，党建引领“街巷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在各区

大气污染防治中发挥显著作用。空气重污染天

气应对措施有力，实施机动车限行管理，对涉气

企业实行“一厂一策”，根据污染程度预警实施限

产或停产。区域联动取得新突破，在重大活动期

间，开展联动预警，协调生态环境部会同周边省、

区、市协同减排。

二是大气污染物减排措施有效实施。２０１８

年至今，全市累计退出一般性制造业企业９９８

家，实现“散乱污”企业动态清理整治。平原地区

村庄基本实现“无煤化”。淘汰国三标准柴油车

约７．５５万辆，７月１日起，提前实施国六机动车

排放标准。完成对５７家重点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一厂一策”深度治理年度目标。在住建委登记

的所有建筑工地、机动车检验场尾气检测、部分

区域餐饮企业油烟治理等实现远程在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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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区域实施路口微循环管理，打通堵点，减少

机动车怠速排放。扩大“冲扫洗收”新工艺作业

范围，开展道路清扫尘土残存量监测。

三是大气环境执法力度全面加大。２０１８

年至今，累计处罚重型柴油超标车４５．８６万辆

次，罚款９０３６．５４万元。在全国率先实施重型柴

油车氮氧化物排放检测，处罚氮氧化物超标

１８０４３辆次，罚款３８８．８９万元。查处建筑垃圾、

施工现场、渣土车道路遗撒等扬尘类违法行为

４０００９起，罚款２．０１亿元。立案查处固定源大气

类违法行为３７０８起，处罚金额９４４８．１万元。

二、存在的问题

城建环保委员会认为，打赢蓝天保卫战还存

在以下问题。

一是移动源污染治理不够到位。对重型柴

油货车路面执法处于“打游击”状态，对超标车仅

罚款２００元，处罚较轻，在市界处罚后，无专用劝

返出京通道，无强制维修要求，导致车辆所有者

整改落实难；部分机动车检验机构对尾气存在不

按规范检测、替车检测、租用净化器检测等违法

行为。非道路移动机械中，除农业机械中的拖拉

机、收割机以及工业叉车外，其他行业没有注册

登记制度，使用单位有自己购买的、有临时租用

的；此类机械污染物排放量高、流动性强，底数不

清，缺乏系统有效的监管。

二是车辆电动化推进不够均衡。截至７月

底，全市已累计推广纯电动汽车２８．４７万辆，但

在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车推广还不够均衡，目前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还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电动

汽车需要。公交场站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受场地

条件和外电源引入工程制约，出现桩少车多、“车

等桩”现象，影响公交电动车投入使用。环卫电

动车属改装车，车辆价格高、故障率高、使用效率

低、续航里程低，与环卫作业需求差距较大。同

时，公交、环卫还受常规车辆报废规定制约以及

受财政资金到位时间影响，完成２０２０年底中心

城区和城市副中心新能源车占比达到８０％指标

难度较大。邮政快递属于高度市场化行业，对企

业使用新能源货车政策支持和引导推广力度不

够，存在车辆购置补贴、进城通行便利鼓励政策

不配套等问题，影响企业更换电动汽车的积

极性。

三是扬尘精细化管控不够全面。对照２０１９

年行动计划时限要求，搭建全市统一的扬尘视频

监控平台工作进度相对滞后，除生态环境局试点

项目安装外，交通、水务、园林等行业建设工地尚

未接入统一的远程监控系统，扬尘监控系统平台

共享不够充分；房建类施工场地土方阶段和市政

阶段扬尘问题管控有待加强，城乡结合部道路、

裸露地面、小微工程施工等扬尘管控不够精细；

存在违规使用渣土车、建筑垃圾乱倒乱卸、黑渣

土场以及部分行业违规夜间施工导致的扬尘污

染问题。

三、意见和建议

城建环保委员会认为，根据北京市大气污染

物来源情况，打赢蓝天保卫战要以细颗粒物治理

为重点，坚持精治共治法治，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大力推动各领域协同减排，一微克一微克地

改善。

一要坚持依法治理，推进重型柴油货车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放化。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是本地细颗粒物（ＰＭ２．５）的最主要来源，

市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北京市机动车和非道路

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该《条例》着重加强源头控制，明确排放标

准、强化治理措施、加大处罚力度，完善超标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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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复检制度，规范车辆检验和维修机构行为。

按照立法计划，《条例》将提请市十五届人大三次

会议审议表决。城建环保委员会建议，《条例》通

过后，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尽快

制定配套规定，及时运用《条例》开展一线执法，

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利用大数据分析，对超

标车数量多的单位和超标次数多的车型，定期开

展精准入户执法检查。探索研究在市界检查站

设置尾气超标车辆劝返通道问题。加大对超标

车辆的淘汰更新力度，扩大在用重型柴油车在线

监控安装范围。建议市人大常委会适时开展执

法检查，促进《条例》落地实施。

二要注重综合施策，统筹推进车辆电动化

进程。车辆电动化在推进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需要职责部门发挥创新精神，勇于担当，综合施

策，加快推进公交、出租、环卫、邮政、快递等领域

车辆电动化步伐，推动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对

重点领域电动车推广，要根据三年行动计划目

标，统筹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推动纯电动出租车

更新奖励及新能源货车通行便利鼓励政策落地

实施。要着重加强公共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综合协调机制，破解建设用地选址难、外电

源引入工程制约因素多的难题，在条件许可的情

况下，充分利用临时场地、立交桥下，增设充电基

础设施。

三要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提高扬尘污染防

治精细化水平。要常态化开展污染源排放清单

编制、大气污染物来源解析，完善热点网格集成

技术，集成卫星遥感、粗颗粒物监测等数据，利用

大数据分析方法为扬尘精准管控、执法提供科技

支撑。明确行业主管部门和属地的监管责任，强

化对交通、水务、园林等施工现场精细化管控，积

极推进扬尘违法行为闭环管理。加快推进统一

的扬尘视频监管平台建设，尽快完善监控技术和

数据传输接入规范，实现上述行业施工现场扬尘

治理情况远程在线监控，纳入城市扬尘执法管理

统一体系。发挥环保网格员作用，管理好小微工

地施工。加大对建筑垃圾违规消纳和违规夜间

施工的执法检查力度。

以上意见，供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参考。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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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寇　窻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本次会议安排，我代表市高级法院报告

２０１６年以来全市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请

审议。

一、刑事审判总体情况

近年来，全市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

目标，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实体公

正与程序公正相统一，切实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

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９年上

半年，全市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７万８０６４件。

一是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全力维护国

家政治安全和首都社会稳定。认真落实总体国

家安全观，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审

结一批间谍、涉恐等案件，有力维护政权安全和

制度安全。依法严惩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刑

事犯罪，审结杀人、抢劫、绑架、放火、爆炸等严重

暴力犯罪３４０８件，依法审理“工体驾车撞人案”

“西单大悦城砍人案”等重大案件，促进社会治安

保持总体平稳，我市严重暴力犯罪呈现下降趋

势。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审结职务犯罪１１７６

件，依法审理张少春、莫建成等原省部级领导干

部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积极应对非法集资等涉

众型经济犯罪高发态势，完善追赃减损工作机

制，依法审理“ｅ租宝”案等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

有力促进金融风险防控化解。依法惩治利用网

络实施的新类型犯罪，审结“快播公司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案”、“４．１３”特大跨境电信诈骗系列案

等重大案件，有效净化网络环境、维护网络安全。

主动回应群众关切，加大对危害食药安全、污染

环境等犯罪的打击力度，审结相关案件１０２６件。

二是纵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净化政

治生态和社会环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维护基

层政权稳固的高度，充分认识扫黑除恶重大意

义，坚决落实中央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充分体现

严惩方针，对黑恶犯罪依法重判快判，２０１８年初

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审结黑恶势力犯罪８０件３３３

人，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７６人，对陈海涛、张

艳超等涉黑涉恶犯罪依法从严惩处。加大“打财

断血”力度，对“见黑见恶不见财”案件逐一排查，

依法判处追缴、罚没、责令退赔财产１．３亿余元，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加大深挖彻查、

“打伞破网”力度，受理涉“保护伞”案件１１件１１

人，已摸排、转递涉黑恶和“保护伞”线索４８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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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反馈２０４条，立案３９条。积极参与社会治

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问题共发送司法建议

４８件。

三是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确保刑事案件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严格落

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证据裁判等原则和制度，

对１６名公诉案件被告人依法宣告无罪，确保无

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加强产权司法保护，经最

高法院指令，市高级法院再审纠正３件外省法院

原审的涉产权保护刑事错案，有力保障企业家安

身、安心、安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

制度改革，发挥庭审实质作用，推动落实证人、鉴

定人出庭作证制度，２０１８年证人出庭超过３００人

次，召开庭前会议１５８次，确保证据出示在法庭、

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决定在法庭，促

进侦查程序和公诉程序的办案标准符合审判法

定定案标准。积极贯彻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改革，

完善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结推广“全流程

速裁”模式。加强对当事人和律师诉讼权利的保

护，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全市三级法

院全部建立法律援助工作站，构建了控辩审三方

沟通渠道和互评机制。

四是积极参与平安北京建设，充分发挥刑

事审判规范社会行为、促进社会治理的作用。

通过审判全程公开、典型案例发布，使刑事审判

成为全民法治公开课，在审理涉及校园欺凌、危

险驾驶等社会关注案件时，及时开展以案释法，

引导社会价值、规范社会行为、传递法治正能量。

在未成年人审判中，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加

大非监禁刑适用力度，非监禁刑适用比率达到

３０．５％，对未成年被告人实现社会调查全覆盖，

对符合法律规定的未成年犯全部实行犯罪记录

封存，促进未成年犯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少年审

判庭荣获“全国青少年维权岗”等荣誉称号。深

入开展送法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军营活

动，促进犯罪源头预防、矛盾源头化解。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多年来，我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大

局稳定两大奇迹，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之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

性；北京作为首都，社会治安平稳可控，群众安全

感不断提升。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仍处于社

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

深刻变化过程中，刑事犯罪依然易发多发，新型

违法犯罪大量涌现，审理难度不断加大。其中，

涉资本证券市场、银行金融机构、网络信息系统

等犯罪专业性、隐蔽性强，组织传销、电信诈骗等

多发犯罪动态化、团伙化、智能化特点突出；非法

集资等涉众型经济犯罪容易引发区域性、系统性

风险；涉黑涉恶犯罪向隐蔽化转型、向新行业新

领域扩张。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都对刑事审判事

实认定、案件定性、法律适用带来新的挑战。同

时，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刑事审判的公正高

效、严格规范、公开透明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期

待和要求。面对新的形势任务，面对人民群众的

新要求新期待，全市法院刑事审判还不完全

适应：

一是审判质量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有的

审判人员没有牢固树立正确的刑事司法理念，

“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

证据”等思想观念未能彻底摒弃，违反法定程序

的情况仍有发生。有些案件的处理未能兼顾法

律正义和社会正义，就案办案、机械司法，裁判结

果未被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广泛认同，未能很好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在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有的案件推进缓慢，有的案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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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恶犯罪相关财产追缴罚没不到位，有的案件对

可能涉及的“保护伞”“关系网”排查不够全面深

入，有的案件审理中未能深入分析行业管理、社

会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涉众型经济犯罪

等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的多发犯罪，预防和打

击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强，涉案赃物价值贬损问题

较为突出，挽回经济损失的工作需要进一步改进

和加强。

二是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待继续深化。以

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虽然制度构建

基本完成，但落实不完全到位、效果尚未完全显

现。有的案件证据标准把握不统一，没有形成统

一的证据指引，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

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公检法机关之间相互配合、

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审判中心

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有的审判人员对庭审实

质化还不够适应，仍然习惯于通过阅卷认定事

实。有的审判人员没有树立控辩平等观念，对被

告人合法权益保护不力，对被告人和律师的辩护

意见重视不够，有的裁判文书未能充分回应律师

辩护意见，有的说理不充分。证人出庭率还不

高，证人出庭难等问题仍然存在。审判阶段律师

辩护全覆盖虽然基本实现，但还以法律帮助为主

要形式，有效辩护有待加强。

三是刑事审判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需要

不断增强。刑事审判平复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

发挥还不够充分，有些案件未能做到案结事了。

有的审判人员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不强，司法

建议促进社会治理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同

时，有关单位对司法建议重视不足，整改不够积

极。涉众型经济犯罪等案件仍然多发，反映出刑

事审判推动完善相关监管制度的作用仍需加强。

内设机构改革后，多数基层法院不再单独设置未

成年人审判庭，如何传承发展未成年审判机制、

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防

控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四是刑事审判队伍素质能力需要进一步

提升。有的审判人员对新类型案件以及犯罪方

式的发展变化研究不够深入，办理疑难复杂案

件、新类型案件的专业素质有待增强。有的审判

人员统筹处理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的能力不足，

矛盾化解能力、舆情应对能力有待提升。刑事审

判队伍人才流失、年龄结构断层问题较为突出，

部分基层法院刑事审判力量有待增强。个别刑

事审判人员廉洁自律意识不强，损害了法院形

象，危害了司法公信。

三、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措施

刑事审判事关政权巩固、社会稳定和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全市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

求，着力解决刑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坚持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好效果，努力开

创刑事审判工作新局面。

一是进一步树立正确刑事司法理念。坚持

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紧紧围绕首都工作大

局，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坚决维护政治安全

特别是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坚决维护首都社会

稳定。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依法严惩

严重刑事犯罪，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保

护被告人人权和被害人各项权利，充分尊重和依

法保障律师履行辩护职责。坚持实体公正和程

序公正并重，将罪刑法定、证据裁判等原则和制

度贯彻落实到每一起案件，确保事实认定符合客

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

程序公正。坚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把

法律专业与社会共识结合起来，确保裁判结果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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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公正，又符合人民群众普遍正义观念。

二是进一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承担专项斗争重大政治责

任，着力解决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反馈的问题。

加大依法严惩力度，实行专人包案、全程督导，确

保审判质量。加快办案进度，力争今年６月底前

受理的涉黑涉恶案件在９月底前全部审结。加

大财产刑适用力度，确保每案“打财断血”穷尽手

段、清仓见底，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持续开

展涉黑涉恶线索再排查活动，紧盯每一起涉黑涉

恶案件背后的“保护伞”，推进扫黑除恶“深挖根

治”。对黑恶案件落实一案一建议要求，加强与

行业主管部门的工作联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

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营造扫黑除恶强大声势。

三是进一步提升刑事审判质效。大力加强

刑事审判规范化建设，对改判、发回重审等案件

逐案开展审判质量评查，推动解决尺度不一、程

序瑕疵、裁判说理性不强等问题。与公安、检察

机关协同解决涉众型经济犯罪等多发新类型案

件定罪量刑、涉案资金管理、追赃挽损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增强打击犯罪的针对性、实效性。坚

持少年司法理念，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审判专业

化建设。增强参与社会治理的使命担当，主动延

伸审判职能，认真落实平安北京建设各项职责，

推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

定。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旁听

庭审、参与案件评查，认真落实代表关于刑事审

判工作的意见建议。依法办理检察机关抗诉案

件和检察建议，共同维护司法公正。

四是进一步深化落实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研究制定类案证据指引，通

过依法公正审判确立司法标准，更好发挥对侦

查、审查起诉及辩护等诉讼活动的指引和规范作

用。继续强化庭审实质作用，进一步探索远程视

频作证等辅助机制，有效解决证人出庭率较低等

问题。进一步提升速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

比率，研究制定认罪认罚量刑标准。配合完善刑

事法律援助律师管理和评价监督机制，推动提升

刑事辩护质量。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智能化建

设，积极参与政法办案智能管理系统的建设和应

用，切实提升刑事审判科技应用水平。加大与公

安、检察、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协调力度，确保各项

改革措施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提升改革整体效能。

五是进一步强化刑事审判队伍革命化、规

范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持续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保刑事审判队伍

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着力加强专业化建设，大力开展业务培训，

促进刑事法官深刻理解法律精神，提高分析证

据、认定事实、主持庭审、运用法律等各方面能

力，确保准确惩罚犯罪、有效保障人权、妥善化解

矛盾。着力充实刑事审判力量，加强青年骨干法

官培养，通过改进基层党建等方式，切实增强刑

事审判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着力加强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健全从严管理监督体系，确保

刑事审判队伍清正廉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市人

大常委会专门听取刑事审判工作情况报告，既是

对全市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监督，也是支持、鞭

策和鼓舞。全市法院将在市委领导下，在市人大

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支持下，坚持司法为民、公正

司法，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刑事审判工作，为维护

国家政治安全和首都安全稳定，为推进法治中国

首善之区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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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

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北京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陈　永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今年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和主

任会议确定的工作方案，成立由市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司法代表小组成员为主的调

研组，对本市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情况进行了调

研。为增强调研的针对性、实效性，市人大常委

会内务司法办公室加强与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沟

通，提出了调研重点。调研组围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等，通过实地视察、听取汇报、旁听庭审等方式到

中级和基层法院调研，分别听取了监察、检察、公

安、司法行政等机关的汇报和意见建议。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侯君舒率队到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调研，对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提出意见。８月２８

日，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市高

级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

稿），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认为，近年来，全市法院

按照中央和市委的部署要求，积极落实各项改革

任务，全面准确履行刑事审判职能，刑事司法能

力和审判质效都有了很大提升，在惩治犯罪、维

护公平正义和首都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总结了成绩，问题

找的准，原因分析具体、客观，解决对策务实可

行。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同意这个报告。

在看到工作成绩的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

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中还有一些问题：

一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需要进一步深化。与之相适应的罪刑法定、人权

保障、证据裁判等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尚未牢固确

立，还不能体现在每一个司法裁判上。与公安、

检察、司法行政机关之间的沟通协调作用发挥不

充分，统筹推进改革的力度以及机制落实有待进

一步加强。证人鉴定人出庭率不高，证人出庭难

问题依然存在。法律援助辩护律师主要以法律

帮助为主，辩护职能尚未充分发挥。重罪案件中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需要进一步规范，被告人

自愿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适用

率有待进一步提高。有些案件审理时间过长，重

大、复杂案件当庭宣判率不高，裁判文书的说理

性不强、司法裁判尺度不统一问题时有反映，审

判质效需要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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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需要进一步加强。

有的法院和干警对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大意义认识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对中央有关

扫黑除恶的规定和要求没有吃透，对案件定性、

法律适用、证据标准的把握还不够统一。有的法

院参与黑恶案件办理的专业力量不强，经验不

足，依法查处财产、追缴其他违法所得不及时，一

些案件办理的质量不高，影响了专项斗争的深入

开展。有的法官满足于“就案办案”，对查办案件

中发现的行业管理、社会治理方面的问题剖析不

及时、不深入，司法建议运用不够充分，对案件背

后可能涉及的“保护伞”、“关系网”敏锐性不够，

主动发现、排查线索意识不强，惩治黑恶势力犯

罪的整体司法效能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是审理金融、电信网络、涉众型经济犯

罪等新类型犯罪案件需要进一步改进。与公

安、检察机关的协作配合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完

善，对新类型案件的规律、特征分析研究不够，典

型案件法治宣传力度不够，参与社会治理成效有

待进一步彰显；非法集资类犯罪案件追赃挽损率

低，涉案赃物价值贬损问题突出，办案周期长也

导致了涉案人员集体访频繁，影响首都社会和谐

稳定。

四是队伍综合素质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基层法院普遍反映刑事审判力量不足、法官队伍

老化、队伍结构不合理，人才流失较为严重；面对

重大、复杂敏感案件，有的法官刑事司法能力不

足，专业化审判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单纯以办

案数量考核刑事审判业务不科学，影响了刑事审

判干警的职业尊荣感和工作积极性；内设机构改

革后，基层法院的少年庭基本并入其他庭室，对

未成年人案件审判队伍形成较大冲击。

如何落实好司法改革任务，更好地发挥刑事

审判职能作用，还需要全市法院作更大的努力。

对此，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政治担当，深化对做好首都刑事审

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全市法院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认识首都刑事审判工

作的重要意义和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始终确保首都刑事审判工作正确的政治方

向。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个目标，坚持惩罚犯罪与保

障人权相统一，依法严惩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经

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类刑事犯罪，进一步发挥

好刑事审判的惩戒、震慑、预防功能，更好地服务

于首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为建设法治中国首善

之区和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有力的司

法保障。

二、坚持首善标准，高水平做好新时代首都

刑事审判工作

要始终坚持首善标准和问题导向，严格落实

刑事诉讼法，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

改革，在非法证据排除、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刑

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依法保障刑事诉讼参与

人权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加强对公安改革、检

察改革的研究分析，发挥好审判的引领和导向作

用，推动侦查、检察机关按照审判标准开展侦查

取证和批捕起诉。积极探索案件审理方式的改

革，促进案件繁简分流，不断提升刑事审判工作

的效率和水平。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的协调配

合和工作衔接，做好金融、电信网络、涉众型经济

犯罪的审判工作，既依法严惩犯罪，又最大限度

地追赃挽损，维护好首都社会稳定。深入研究新

类型案件的规律、动向和特征，及时向党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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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建议，充分发挥刑事审判在

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通过典型案件加强法治宣

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坚持依法严惩，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化对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认识，确保中央和市委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全市法院得到不折不

扣贯彻落实。坚持对黑恶势力犯罪零容忍，准确

把握法律政策、统一适用标准，依法从严快审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黑恶势力犯罪，始终保持对各

类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压态势。立足审判职能，进

一步加强与纪检监察、公安、检察等部门的协作

配合，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参与综合治理，提高惩

治黑恶势力犯罪的整体司法效能，推动本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四、完善机制保障，大力加强刑事审判队伍

建设

要强化司法业务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刑事法

官驾驭庭审、审查证据、适用法律、把握政策、判

决说理以及审理新类型案件的能力水平。加强

刑事审判团队建设，健全完善职业保障，着力解

决好队伍不稳定、年龄结构断档的问题，进一步

拓宽职业发展空间，提升刑事审判岗位的职业尊

荣感。综合考虑案件数量、类型、难易程度、办案

质效等因素，建立符合刑事审判工作特点的考核

机制。坚持少年审判专业化发展方向，进一步深

化少年家事审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监督

制约，完善刑事审判监督管理，充分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大力提高刑事审判工作的信息化应用水

平，提升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

以上意见，供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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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敬大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市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议程安排，我代

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报告全市检察机关开展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是党

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开展试点；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

同步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确立了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北京市检察机关

深刻领会公益诉讼检察的政治意义，牢记人民嘱

托，将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置于首都社会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格局中去谋划和推进，积极

试点、忠实履职，紧紧抓住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促

进公益保护、促进社会治理、促进依法行政三个

核心内容，努力为解决超大城市治理难题、服务

保障首都城市建设发展作出贡献。

一、紧紧围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面做实公益诉讼检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检察官作

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指示精神，践行“为公

益服务的检察”，将公益诉讼检察做到人民的心

坎上，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加强公益保护，防止发生“公地悲剧”。生

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涉及

公共福祉，发生侵害往往涉及不特定多数人，个

体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提起诉讼、排除侵害。

全市检察机关担当公益代表，填补主体缺位，聚

焦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食品药品安全等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部署１０余个专

项活动，分领域促进集中整治，守护碧水蓝天净

土，保障舌尖上的安全。２０１５年７月以来，共发

现民事、行政公益案件线索９１２件，办理诉前程

序案件３７９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１１件，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８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５

件。挽回被损毁的耕地、林地、湿地５４０亩，清理

污染和非法占用河道１０余公里，清除违法堆放

的生活垃圾和固体废物７．５万吨、１５万立方米，

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的饮用水水源地５．３亩。

促使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集中下线２万余

家店铺，督促立案调查不法网络餐饮商户１９０３

家。海淀区检察院办理的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

平台食品安全公益诉讼案，入选全国检察公益诉

讼十大典型案例。

完善社会治理，形成共治精治格局。主动

融入、精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创新“检察

＋”工作模式，参与整治重点领域、行业乱象，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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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形成首都综合治理“大合唱”。市检察院制定

《服务保障“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服务保障首都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促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方案》等文件，促进拆除耕地、

基本农田以及河道上的违法建筑５．７万平方米，

关停和整治企业７３家。与市水务局会签《关于

协同推进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保护工作机制的

意见》，为全国省级层面首份协同推进河长制的

文件。与市园林绿化局、市环保局、市食药监局

签署文件，建立“检察＋园林”“检察＋环保”“检

察＋食药”等协同推进机制，就线索移送、调查协

作、卷宗调阅形成双向衔接，强化了履职合力。

近两年的《北京市总河长令》均将检察机关纳入

其中，要求发挥检察职能作用，协同推进清河行

动。市委及各区委高度重视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多次听取汇报、作出批示。市委将出台深入推进

检察公益诉讼的意见纳入议事日程。丰台、石景

山、大兴、房山、延庆区委先后出台《关于支持检

察机关依法开展公益诉讼工作的意见》。发挥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作用，完善超大城市治理体系，

已经成为共识。

促进依法行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积极

践行“通过诉前程序实现维护公益目的是司法最

佳状态”的理念，将促进行政机关更好地依法履

职作为公益诉讼的落脚点，及时提出检察建议推

动行政机关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集中开展专项整

治，使公益诉讼检察成为依法行政的助推器。共

办理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３６２件，在行政机关

依法整改、实现公益保护目的情况下，依法撤回

起诉４件。在办理与公民、法人及社会组织没有

直接利害关系的国有资产保护、国家土地使用权

出让等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过

程中，督促保护、收回国家所有资产和权益价值

８０００余万元，收回未经批准或骗取批准、被非法

占用的城镇国有土地６９亩，没收地上建筑物面

积近１００００平方米。相关行政执法机关十分重

视检察机关提出的建议、提供的线索，及时启动

完善管理治理的专门行动，对公益诉讼检察的认

识日益提升，配合调查核实的主动性显著增强。

正式立法后，行政机关对诉前检察建议按期回复

率及启动整改率均达到１００％。

二、认真分析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和短板，找差距、抓症结

近四年来，在市区两级党政机关、有关单位

的重视和支持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从无到有、

逐步做实，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看到成效的同

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这项工作还存在很多机制

障碍、认识误区和专业能力上的不足。

一是制度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自立法

正式确立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以来，相关法制逐渐

健全，司法实践也覆盖到各个领域，但公益诉讼

检察总体上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法律规定得

较为原则，还缺乏操作层面上的细则，大至提起

公益诉讼的“等”外领域，小至调查核实的运用，

都需要协调解决。《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

察机关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可以进行调查核

实，但调查核实怎么操作、对应什么义务，可以使

用的手段并不明确，亟待出台司法解释、实施细

则予以完善。市检四分院作为跨行政区划检察

院集中管辖分院层面上的公益诉讼案件，还需要

检法协同、上下贯通、形成对应。

二是办案效能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北京市

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案件规模相对较小，缺乏典

型性、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案件领

域不够均衡，生态环境、资源保护、食药领域线索

相对较多，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财产保

·８１·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９．５



护、英雄烈士保护等领域案件线索较少。相对行

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线索少、成案少、提起

诉讼少，调动社会组织等力量还不够有效充分。

检察机关内部还没有建立全市统一有效的线索

发现、移送机制，公益诉讼案件线索存在发现难、

收集难的问题。检察一体化办案机制还不够健

全完善，在线索研判、调配人员、指挥办案等方面

统筹不够有力，三级院区域特色和职能定位有待

充分展现。

三是配套支持还需要进一步健全。随着人

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

需求不断增长，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社会期待越

来越高，与此同时，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自身也在

深入发展，导致外部环境和配套保障已经不能完

全适应实际需要。一些部门和单位没有充分认

识公益诉讼检察制度的重要意义，对于检察机关

调查收集证据材料配合支持力度有待加强。部

分公益损害需要进行司法鉴定，但存在着环境专

业鉴定机构少、鉴定成本高、鉴定周期长、委托鉴

定主体不明确等问题，影响了公益诉讼工作的开

展。公益诉讼庭审程序、裁判执行、生态损害赔

偿衔接、与社会组织的沟通联系等方面还存在工

作机制上的盲点，已搭建的机制运行实效性有待

进一步提升。统筹各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公益诉

讼、依法履职、良性互动的格局还未形成。

四是专业能力还需要进一步增强。公益诉

讼检察属于检察机关的新增职能，也是一项全新

的业务领域，涉及范围宽广，并且还在通过单行

立法不断拓展范围，这对检察人员的素质能力提

出了全新的挑战。办理公益诉讼检察案件不仅

需要传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的专业积累，还需

要具备一定的调查核实、出庭诉讼等业务能力以

及环境、食药、国土等知识储备，其综合性超出了

传统检察人员的训练和要求。随着检察专业化

建设向纵深推进，各检察专业分类日益细化，一

专与多能之间的矛盾在公益诉讼检察领域尤为

突出。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后，市检察院单独

设立第八检察部负责公益诉讼检察业务，市检四

分院集中管辖分院层级的公益诉讼案件，区院行

政诉讼监督和公益诉讼检察集中在一个部门，一

方面，新机构新业务需要进一步整合，提高适应

性；另一方面，检察人员本领恐慌、专业知识不

足、专业能力跟不上的问题显现。此外，也需要

加强科技强检建设，提升借助技术手段自主开展

调查核实、勘验鉴定的能力和水平。

三、强化统筹，凝心聚力，在新的起点上推动

公益诉讼检察创新发展

当前，公益诉讼检察工作面临着难得的发展

机遇。党中央高度重视，直接予以推动。市委强

力统筹，各级人大、政府、政协、行政机关和社会

各方面鼎力支持，外部环境越来越好。但是，与

首都首善的要求相比，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和

期待相比，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我们唯有勇于担当、积极作为，推动公益诉

讼检察持续、规范、优化、均衡发展，才不会辜负

党和人民的重托。

一是更加自觉地在大局中深化公益诉讼

检察工作。严格按照中央、市委、高检院的部署

要求，深入落实市人大常委会专题审议意见，推

动形成党委领导、各负其责、社会协同、广泛参与

的公益诉讼共建共治共享大格局。聚焦服务保

障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

动、污染防治攻坚战等重大部署，紧紧抓住“公

益”这个核心，发挥公益诉讼在促进绿色发展、服

务保障民生、建设法治政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实现促进科学发展与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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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协调发展。不折不

扣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按照法定领域授权依法开

展工作，推动制度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切实将工

作做扎实、做到位，更好地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

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立足首都重点工作

和区位特点，以专项活动带动一般工作，以典型

案件引领办案工作，充分履行国有财产保护、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雄烈士保护等各法定领域

的保护职责。坚持把办案质效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稳步提升案件数量。

三是健全完善公益诉讼检察办案机制。统

筹运用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等手段，统筹发挥检察机关自行提

起公益诉讼、支持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两方面

作用，结合具体情况，实现最好办案效果。探索

检察一体化办案模式，强化市检察院的牵头抓

总，分院、区院按照统一安排开展工作，实现监督

点位集中、监督时间同步、监督效果叠加，着力推

出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社会影响大的案件。

以市检四分院和铁检基层院为基础，深化公益诉

讼集中管辖机制，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跨行政区

划公益诉讼格局。进一步强化现代科技在公益

诉讼案件线索收集、调查取证、损害鉴定等方面

的运用，提升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科技化、专业

化水平。

四是健全完善公益诉讼检察外部机制。探

索与有关机关、社会组织建立系统化、常态化的

长效协调工作机制。推动建立行政执法与公益

诉讼起诉及审理工作衔接平台，加强与纪检监察

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社会组织协作配合，建立健

全线索双向移送机制，不断扩大案件规模。健全

“检察＋”协同工作机制，促进与行政机关顺畅衔

接、良性互动。加强与审判机关公益保护司法协

作，共同探索涉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相关实践。

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推动充实在京的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落实好环境公益诉讼先鉴

定后收费机制。引导社会组织进一步关注、支持

和参与公益诉讼，形成齐心协力开展公益保护的

生动局面。

五是着力提升公益诉讼检察专业能力。坚

持优化职能配置、优化机构设置、优化人员编制，

推进专门机构、办案团队、办案组织专业化建设，

深化公益诉讼检察专业分类，专案专办，以案代

训、以专育才，提升整体专业化水平。探索与规

划自然资源、市场监督管理等行政部门建立协作

机制，开展交流锻炼、联合培训。邀请专家学者、

专职律师、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监督、参与

论证，借力“外脑”和“智库”让公益诉讼提质增效。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专题

听取和审议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充分体

现了市人大常委会对全市检察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多重改革叠加的形势下，为进一步做好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注入了新动能。全市检察机关将在

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下，忠诚履职、务实担当，全

面加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努力为国际一流的和

谐宜居之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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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

情况的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在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

北京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王　红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按照今年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和主

任会议确定的工作方案，成立由市人大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组成人员、司法代表小组成员为主的调

研组，对本市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

况进行了系列调研。为增强调研的针对性、实效

性，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办公室加强与市人民

检察院的沟通，提出了调研重点。调研组通过实

地视察、听取汇报、与一线检察官座谈等方式，全

面了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开展情况；召开公益诉

讼检察工作座谈会，面对面征求相关部门和单位

的意见建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君舒率队

到市人民检察院调研，对全市检察机关依法有序

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提出意见。８月２８日，监

察和司法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市人民检察

院关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情况的报告（讨论稿），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认为，自开展公益诉讼试

点工作以来，全市检察机关按照中央和市委的部

署要求，主动作为、精准发力，在改进工作机制、

创新办案模式、宣传新增职能和推进专业化建设

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实践与探索，为促进依法行

政、服务保障“四个中心”建设、保护国家利益和

社会公共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市人民检察院

的报告，总结了成绩，分析问题客观到位，解决对

策务实可行。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同意这个报告。

同时，调研中我们发现，检察机关在履行公

益诉讼检察职能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公益

诉讼检察工作与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仍

有一定差距，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优势没有得到充

分体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配套制度机制仍需健全完善。现行法

律规定较为原则，符合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特点和

规律的法律规范体系仍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司

法实践中存在对法律的理解和适用不一致的情

况，具体操作层面关于落实现有法律规定的配套

制度仍需细化，相应程序规范和办案细则有待进

一步完善；检察机关跨省级行政区划共同开展公

益诉讼的工作机制仍未有效建立，检察机关内部

的一体化办案机制，与行政机关、社会组织在信

息共享、线索移送、支持起诉等方面的协调配合

机制均有待完善，与审判机关之间有关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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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管辖的工作协同仍需加强。

二是办案质效有待提升。检察机关公益诉

讼办案经验尚浅，成案起诉的数量不多，整体规

模相对较小，有影响力的案件少，难以有效发挥

典型案例对社会的宣传教育作用。工作中存在

线索发现收集、调查核实、损害鉴定等制约办案

成效的薄弱环节；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有待

进一步提升。工作推进不平衡、不充分，民事公

益诉讼相比行政公益诉讼，工作进展较为缓慢；

办案领域不够均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

财产保护、英雄烈士保护等法定领域的办案力度

有待加强。

三是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需要进一

步提高。部分办案人员在办案理念、知识储备、

业务技能等方面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对

诉讼规律的研究和把握没有完全到位，公益诉讼

起诉人的新身份也对办案人员的调查取证、出庭

应诉等业务能力提出新的挑战，公益诉讼检察队

伍的专业化建设仍需加强。

四是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社会知晓度和

群众参与度不高。社会公众不知道、不了解公益

诉讼检察制度的现象依然存在，普法宣传工作有

待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较少使用督促起诉、支

持起诉等法定履职方式，与社会组织之间缺乏常

态化的沟通协作，衔接配合不够顺畅；统筹社会

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格局尚

未形成，公益保护合力不足。

对此，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以首善标准推进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

全市检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抓住“公益”核心，切

实增强履行好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的责任感、使命

感。紧紧围绕首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主

动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和行政

体制改革等多重改革叠加带来的新情况，做实做

优新增职能，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稳步健康发

展。牢固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监督理念，精准

监督，重点发力，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

效果的有机统一，切实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系统综合施策，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

制度优势

全市检察机关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主动争

取各方支持，将立足当前与谋划长远相结合，统

筹兼顾好民事和行政两大公益诉讼领域，推动公

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平衡发展。加强与行政机

关的常态化沟通，建立健全良性、互动、积极的协

同工作机制，推动实现信息共享，形成最大工作

合力。深耕法定监督领域，围绕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重点

领域，持续加大办案力度，集中精力办好一批有

影响力的案件。探索建立京津冀公益诉讼检察

协同工作机制，凝聚跨区域公益保护合力。坚持

以诉前程序为主导，提起诉讼为保障，切实维护

好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坚持标本兼治，充

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在促进社会治理方面

的作用，切实将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社

会治理效能，助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首都社会

治理格局。

三、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专业化水平

全市检察机关要主动适应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发展和业务需要，建立专业人才长效培养机

制，强化系统教育培训，着力解决知识储备、业务

能力、办案经验不足等问题，切实提升办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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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能力。持续推进配套机制建设，完善办

案规则，规范办案流程，全面提高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规范化水平。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办

案中的作用，着力改进案件线索发现收集、调查

取证、司法鉴定等制约办案成效的薄弱环节，提

高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科技化水平。依托公益诉

讼集中管辖、一体化办案等工作机制，加强组织

协调和业务指导，深入研究工作规律，及时总结

符合检察体制和首都实际的经验做法，破除工作

难点，提升办案质效。

四、增强工作合力，积极营造社会广泛参与

的良好氛围

全市检察机关要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各种媒体媒介，深入机关、企业、单位、社

区，通过典型案例、以案释法等多种方式，开展系

统广泛宣传，进一步提高公益诉讼检察制度的社

会知晓度。通过群众举报、热线平台、代表建议、

媒体曝光等收集案件线索，畅通线索来源渠道。

注重发挥社会组织保护公益的积极作用，加强工

作沟通衔接，依法支持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最大限度凝聚保护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力，营造全社会了

解和支持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良好氛围。

以上意见，供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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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王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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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洪继元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办公室副主任。

免去梁武全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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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任命孙少华、李彦明为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

任命杨燕秋为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委员。

免去倪德才的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委员职务。

免去金晖的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委员职务。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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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一）

任命廖春迎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任命杜岩为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

免去崔杨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免去朱洪范、李丹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二）

免去程昊、程磊、高亚莉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三）

任命袁煜驰为北京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

判员。

（四）

免去李经纬的北京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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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　免　名　单

（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０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一）

任命周媛媛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免去赵志刚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职务。

免去王向明、王俊涛、刘旭东的北京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免去吴斌、刘培勇、温都日娜、游丽、王巍、刘

晓斌、张群刚、焦姝珩、马忠良、付琳、王晓军、丁

燕鹏、李冬梅、项宝祥、林剑、金源、施颖、张永鑫、

郑会伶、金志航、舒强、李玉珍、郭健、孟建成、陈

兴华、韩军、韩永征、洪苑、李东红、杨建清、王蜀

雁、马军、张建、史向明、吴永忠、许婷、张红星、肖

素琳、马亚军、张鹏、于书京、朱红、袁励励的北京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二）

任命郭健、赵鹏、徐敏、王燕鹏为北京市人民

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免去李京生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免去王军、于振辉、段晓娟、付亚梅、唐瑞青、

率黎、王冬生、席燕斌、查世辉、李浩、李永祥、邸

桂珍、刘淑丽、成晋、黄伟、李强、王耕云、刘忠光、

李长有、程强、杨明、王峻、任哲、莫剑双、田维刚、

王菲菲、王强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

员职务。

（三）

任命彭智刚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免去张京宏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免去宋勇、于海林、崔波、王小力、滕云、孙雪

丽、张庆芬、刘敬新、崔全利、张俭、蔡芸辉、王蕊、

李书宝、秦小兵、赵世欣、牛向龙、曹文革、高洁

琳、马一民、马健、孙传滨、刘健的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员职务。

（四）

免去刘壮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

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免去荫春涛、吕永祯、陈建平、庞振东、高伟、

魏菲、郑惠智、徐曦、梁月明、张国成、李占平、刘

敬、吴焕杰、宇凤、杨干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

分院检察员职务。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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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免去张春雷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

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职务。

免去王立君、苑海静、于阳、李琦、张涛的北

京市人民检察院铁路运输分院（北京市人民检察

院第四分院）检察员职务。

免去温园的原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铁路

运输分院检察员职务。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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