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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新法与旧法不能
简单地看修改日期

目前，我国立法实践中修
改法律法规的形式主要有以下
两种：

一是以修订的方式对法律
条文进行全面修改，重新公布
法律文本以替代原法律文本。
如 2014 年 修 订 的《环 境 保 护
法》，2015 年修订的《大气污染
防治法》，2020 年修订的《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二是以修正的方式对法律
的部分条文予以修改，并以修
改决定的形式公布，具体形式
是修改决定之后附修正本，将
原法律根据这一决定作相应的
修改并重新公布，这是我国法
律修改最重要的形式。如 2017
年 6 月 27 日修改的《水污染防
治法》就是采用这种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2021 年 12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通过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既
不是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的修订，也不是对《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的修正。而是新颁
布的一部法律。

采 取 修 订 形 式 修 改 的 法
律，由于修改的内容较多，涉及
法律原则、制度的修改，一般是
重新规定法律施行日期，如新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 70 条规
定：“本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各条文的施行时间完全
一致。

以修正形式修改的法律，
只规定修改决定的施行日期。
这种情况下，施行日期对没有
修改的部分不适用，未修改的
部分仍然适用原法规定的生效
日期，如 2016 年 6 月 27 日《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的决定》中修改的条文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而
未修改的条文仍然是“自 2008
年 6月 1日起施行”。

判断新法与旧法，并不能
简单地看其修改日期，还要看
其修改方式是修订还是修正，

对于修正的法律法规而言，应
看被适用的具体法律条文是否
修改，进而确定其生效日期。

从旧兼从轻中，从旧
是原则，从轻是例外

实践中，违法行为发生的
时间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时
间一般并不一致，有的情况下
可能两者间隔较长。行政机关
实施行政处罚，适用当事人违
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
章。这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
现争议。但是，如果当事人违
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
章，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时发生了变化，如被修改
或者废止，此时就产生了问题：
是 适 用 违 法 行 为 发 生 时 的 法
律、法规、规章，还是适用行政
处罚决定作出时的新的法律、
法 规 、规 章 ？ 对 此 ，需 要 予 以
明确。

从旧兼从轻中，从旧是原
则，从轻是例外。这里的“旧”，
是指在上述情形下，被修改或
者废止的“旧”的法律、法规、规
章。从旧体现了法不溯及既往
的基本法理，包含了不得要求
公 民 遵 守 还 未 制 定 的 法 律 的
精神。

从轻规则，首先是从新，即
适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的法
律、法规、规章，而不适用已经
被修改或者废止的违法行为发
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适用
从轻规则，是对从旧规则的突
破，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即新
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
处罚更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不
予行政处罚，对当事人更为有
利。这与《立法法》的相关规定
是一致的。

实体问题适用旧法，
程序问题适用新法

此外，还需要说明三个问题：
一是行政管理具有一定特

殊性，对违法行为的认定和处
罚，往往除了需要依据法律、法
规、规章外，还需要依据大量更
低 层 级 的 规 范 性 文 件 、标 准

等。实践中，法律、法规、规章
未作出修改，但相配套的规范
性文件、标准作了调整，也应当
适用从旧兼从轻规则。《行政处
罚 法》第 三 十 七 条 规 定 的“ 法
律、法规、规章”是指行政处罚
的法律依据，应作整体理解，不
能 机 械 局 限 于 法 律 、法 规 、规
章。例如，对于被频繁修改的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
管理名录》而言，如果某建设项
目根据旧名录应该按照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表进行管理，其存
在“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在
项目建设期间，对名录进行了
修改，若根据新名录应该按照
登记表进行管理，新名录实施
后就不应再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处罚
其“未批先建”的违法行为。

二是实体从旧、程序从新，
是公认的行政法理论。最高人
民法院于 2004 年在《关于审理
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
座谈会纪要》中明确，人民法院
审 查 具 体 行 政 行 为 的 合 法 性
时，实体问题适用旧法规定，程
序问题适用新法规定。因此，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是 针 对 行 政 处 罚 实 体 规 则 而
言的。

三是在实践中，有的行政
违 法 行 为 有 连 续 或 者 继 续 状
态，违法行为发生之日法律、法
规、规章未作修改或者废止，违
法行为终了之日法律、法规、规
章作出了修改或者废止，此时
应当适用新的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如生态环境部《关于“未
验先投”违法行为行政处罚新
旧法律规范衔接适用问题的意
见》（环法规函〔2019〕121 号）指
出，“未验先投”违法行为发生
在旧条例施行期间，一直连续
或继续到新条例施行之后的，
不属于《纪要》规定的“行政相
对人的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
前”的情形，不存在新旧条例的
选择适用问题，应当适用新条
例作出行政处罚。

作者单位：河北环境工程
学院、湖南中奕律师事务所

“从旧兼从轻”适用规则应如何理解？
◆曹晓凡

感知端涵盖多要素

污染源监管可视可控

为确保环境违法行为一发生
就被及时发现，深圳市生态环境
执法部门不断完善覆盖水、气、
声、固体废物、移动源等多要素的
感知端，推动重点污染源可视化
自动监控全覆盖。

在水方面，建设了覆盖全市
577 家重点涉水排污单位的水平
衡智能监控系统，实现对重点排
污单位用水排水平衡、污染因子
排放、治理设施运转全流程全方
位监控。

在 大 气 方 面 ，对 600 家 涉
VOCs 排 放 污 染 源 实 施 工 况 监
控，其中对年排放量 3 吨以上的
企业做到工况监控全覆盖，实时
掌握企业涉 VOCs 生产线与对应
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实现由“点末
端监控”向“全过程监控”转变。

在 噪 声 扬 尘 方 面 ，在 全 市
2000 余家施工工地安装一体化
监控监测设备，建设全市扬尘源
TSP 在线监测和视频智慧监管平
台，通过远程智能监控平台实施
24 小时实时监控，有效打击超时
超标违法施工行为。

在固体废物方面，运用覆盖
300 多家重点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的视频监控系统，加强对危险废
物产生、贮存、转移等关键环节的
可视化监管，对重点医废处置单
位实施人、车“点对点”监管，通过
在线值守与现场检查相结合，落
实全过程、全天候有效监管。

在移动源方面，在进深主要
道路、货运通道、物流园片区、市
区主要道路，定点安装了 20 套机
动车尾气遥测设备和 112 套黑烟
车智能监控设备，加大对机动车

遥感监测和监管力度，逐步构建
以柴油货车排气污染为重点的移
动源监管网络。

据悉，深圳市生态环境执法
部门正在积极实施“天网工程”，
由点及面、连线成片，通过布设多
要素的感知端为开展现场执法聚
势赋能，有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指挥端精准协同

违法追踪可溯可查

依托全市统一的生态环境综
合执法指挥调度系统，连接水环
境、大气环境、信访投诉、污染源
监管等业务系统与移动执法系
统、网格管理系统，构建可溯可查
的违法追踪机制，保障深圳市生
态环境综合执法监管、调度智慧
精准高效，实现违法排污“一查就
清”。

围绕深圳生态环境综合执法
指挥调度系统，深圳市生环境执
法部门建立了 24 小时值班值守
工作机制，通过完善“日预警、周
研判、月分析”的执法、监测快速
联动工作机制，实施污染态势智
能研判和远程感知端的智能调
度，开展生态环境执法“利剑”专
项行动，充分运用挂图作战、联合
执法、交叉执法等执法手段，逐步
实现全市执法的统一指挥、统一
调度。

在执法信息化管理方面，深
圳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构建了以
移动执法系统为核心的执法信息
化管理体系，运用移动执法系统
完成双随机执法、专项执法、信访
案件调查处理等各项执法任务，
推 动 移 动 执 法 系 统 使 用 率 达
100%，实现指挥调度、执法检查、
案件办理、稽查考核一体化。

此外，深圳市生态环境部门

还全力推动环境行政处罚全链
条电子化管理，做到执法办案全
流 程 规 范 透 明 、全 过 程 实 施 监
督、全要素动态分析、全清单权
责管理。

在“ 互 联 网 + 监 管 ”应 用 方
面，则针对各类污染源日常监管
任务要求，开展以“双随机、一公
开”为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
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日常执法，
打造统一、规范、多级联动的“互
联网+监管”体系。

“2022 年深圳市疫情防控期
间，执法信息化系统在我们的环
境监管工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
作用，通过在线监测监控设备，我
们有效掌握了涉 VOCs 企业、涉
水工业企业的生产情况，包括医
废产生单位及水质净化厂的达标
情况、中转单位的视频监控情况、
医废处置单位的在线监测情况
等，通过对数据的采集、分析、应
用，为疫情防控医疗废物废水的
安全处置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深圳市生态环境综合执法支队的
值守工作人员介绍。

处置端反应迅速

打击违法精准高效

深圳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秉
承“科技为先，精准执法”的理念，
按照“看得见、查得清、打得准、靠
得住”的执法要求，确保执法行动
响应更迅速，指挥调度更高效，打
击违法更精准。

科 技 监 测 与 溯 源 执 法 相 结
合，实现精准执法。在工业聚集
区污水、雨水管网关键节点，布设
水质在线固定监测站点和移动监
测车，形成区域排污监测网络，及
时掌握各点位水质情况，构建水
质溯源系统。

如在茅洲河流域江碧工业区
对 66 家排污企业建立水质特征
指纹库，对工业区排口开展全时
段采样监测，出现超标预警时，使
用移动式监测车划定嫌疑范围，
通过调用指纹库数据进行相似度
比对，锁定异常排污嫌疑企业并
开展精准执法，成功溯源追踪查
处多宗违法案件，使工业区排污
口经常性超标情况得到了根本遏
制，实现常态化达标。

对建筑施工噪声实施“远程
喊停”，实现高效执法。通过智慧
监控平台 24 小时对在建工地施
工噪声情况进行监测，做到第一
时间识别超时施工违法行为，线
上第一时间警告、责令停工，监控
平台第一时间采集视频证据，第
一时间推送涉嫌违法施工信息，
执法人员则根据视频证据第一时
间立案查处。“远程喊停”模式在
坪山区率先实施后，已在全市推
广，其中，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坪山
管理局 2021 年通过监控视频证
据作为执法证据的模式，已立案
处罚违法工地 13家（次）。

强化科技装备运用，大力推
广非现场执法。加强远程执法手
段运用，充分利用机动车尾气遥
测、无人机、无人船、自动监控等
科技手段，加大对相关污染源的
非现场执法监管力度，及时发现、
查处环境违法行为。2021 年，全
市通过非现场执法手段共查处案
件 144宗。

同时积极探索出台非现场执
法标准规范，完善全链条工作规
程，规范数据运用，目前深圳已在
移动源执法领域先行先试，与深
圳市公安交警部门建立机动车排
放非现场执法机制，率先建立运
行道路机动车排放“环保取证—
交 警 处 罚 ”的 非 现 场 执 法 工 作
模式。

执法响应更迅速 指挥调度更高效 打击违法更精准

深圳构建可视可溯可靠智慧监管模式
去年全年通过非现场执法手段共查处案件 144宗

走过五省七地 用心监督帮扶

◆本报记者刘晶 通讯员李美妹朱葵燕

在线监测系统实时监控重点污染源废水排放情
况，无人船在茅洲河中穿梭采样，装备了 30 倍光学
变焦摄像头的无人机在 100 米高空对建筑施工工地
周边片区进行巡查……这是广东省深圳市生态环境
执法部门运用智慧监管手段精准执法的情景。

近年来，深圳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持续加大智
慧监管执法系统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多要素的智慧
感知端、精准协同的指挥端及高效运转的处置端，构
建可视可溯可靠智慧监管模式，有效提升了全市生
态环境精准执法效能。

执法一线

我的帮扶故事

投稿请下载中国环境APP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适用违
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但是，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时，法律、法规、规章已被修改或者废止，且新的规定处
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适用新的规定。”

法不溯及既往、从旧兼从轻是基本法理。《立法法》第九十
三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但是，在行政法领域，
从旧兼从轻一直是法律空白。2021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七条填补了这一空白。

最高法发布行政赔偿司法解释
全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质化解行政赔偿争议

◆本报记者张聪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日 前 发 布
《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
赔偿司法解释》）及参考案例，
确保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
行政赔偿案件，实质化解行政
赔 偿 争 议 。《行 政 赔 偿 司 法 解
释》自 2022 年 5月 1日起施行。

“《行政赔偿司法解释》根
据审判实践需要确定具体条文
的内容和数量，全文共 33 条，不
追求大而全。”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负责人介绍，对于行
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的，不再
重复作出规定；对可规定可不
规定或者目前尚难以达成基本
共识的内容，暂不作规定；对于
旧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规定且行
之有效的内容，继续加以保留。

明确合法权益的内涵

记者了解到，《行政赔偿司
法解释》严格落实国家赔偿法
和 修 改 后 的 行 政 诉 讼 法 的 规
定，明确了合法权益的内涵，强
调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
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
行使行政职权对其劳动权、相
邻权等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
产损害的，亦可以依法提起行
政赔偿诉讼。

为准确把握侵权的行政行
为已经被确认违法的标准，《行
政赔偿司法解释》列举了常见
的两类具体表现形式：一是行

政行为被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程
序 撤 销 、变 更 、确 认 违 法 或 无
效；二是实施行政行为的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因行为被生效法
律文书或监察机关政务处分确
认为渎职、滥用职权。

合理界定“直接损失”的范围

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赔
偿仅赔偿侵犯财产权所造成的
直 接 损 失 。《行 政 赔 偿 司 法 解
释》根据行政赔偿案件的自身
特点，借鉴民事侵权赔偿的相
关规定，通过列举的方式明确
了存款利息、贷款利息、现金利
息、机动车停运期间的营运损
失，以及通过行政补偿程序依
法应当获得的奖励、补贴等均
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同时在
兜底条款明确对财产造成的其
他实际损失属于直接损失，最
大限度实现对当事人合法权益
的充分保护。

为进一步明确财产损害的
赔 偿 标 准 ，《行 政 赔 偿 司 法 解
释》明确，赔偿金按照损害发生
时的市场价格计算损失。市场
价格无法确定，或者这一价格
不足以弥补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损失的，可以采用其他
合理方式计算。

根据国家赔偿法关于精神
损害赔偿的原则性规定，《行政
赔偿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了
行政赔偿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
的履行方式及判决方式，并规
定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和赔礼
道歉的履行方式，可以双方协

商，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
责令被告以适当的方式履行。
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判决支
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畅通行政赔偿诉讼程序

《行政赔偿司法解释》还进
一步完善了行政赔偿请求时效
和起诉期限制度，规定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自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
法权益之日起两年内，向赔偿
义务机关申请行政赔偿。赔偿
义务机关在收到赔偿申请之日
起 两 个 月 内 未 作 出 赔 偿 决 定
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
以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
行政赔偿诉讼。

为进一步解决一并及单独
提 起 行 政 赔 偿 诉 讼 的 程 序 问
题，《行政赔偿司法解释》明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
行政赔偿诉讼时，行政行为未
被确认违法且符合行政诉讼起
诉条件的，视为一并提起行政
赔偿诉讼；对于单独提起行政
赔偿诉讼的，在符合相关起诉
条件的同时，还需要以行政行
为已被确认为违法为前提。

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方便
当事人诉讼，《行政赔偿司法解
释》规定，在涉及行政许可、登
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
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案件
中，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
同时，有关当事人申请一并解
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
可以一并审理。

本报讯 浙江省杭州市富阳
区分类办日前联合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开展了第三次垃圾分类“夜
鹰行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行
动小组共立案11起，已对4 家单位
进行立案调查，7 家单位查处完毕。

检查过程中，金都铭苑投放
点无人专管，集置点有害垃圾桶、
可回收物桶无法正常启用，集置
点内杂物堆积；周家弄、太平桥的
部分投放亭，可回收物桶与有害
垃圾桶叠加堆放，导致可回收物
桶无法启用。有害垃圾桶满溢等
夜间垃圾分类违法行为、不文明
行为依然出现较多且反复出现。

“为杜绝相同问题反复出现，
本次行动采用随机抽、高频次、地
毯式的排查模式，确保排查不留
死角、不留盲区、不走过场。”区分
类办负责人表示，亚运盛会即将
到来，主城区的环境面貌代表着
富阳的城市形象。为此，区分类
办将持续推进“夜鹰行动”，督促
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自觉
做好夜间投放管理工作，提高生
活垃圾分类执法效率，加速提升
全区生活垃圾分类及精细化管理
水平，力争以干净、整洁、清新、美
好的城市面貌迎接亚运盛会。

周兆木倪华华 陈祎偲

富阳开展垃圾分类
夜鹰行动专项检查
共立案 11起

确保不留死角盲区 ◆刘方

2017 年 7 月 ，广 东 省 中 山
市、河源市，打击进口废物专项
行动；2017 年 10 月，山西省太原
市，大气强化监督帮扶；2018 年
6 月，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饮
用水水源地专项整治；2019 年 4
月，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大气
强化监督帮扶；2019 年 12 月，陕
西省咸阳市，大气强化监督帮
扶；2021年 5月，山东省东营市，
大气强化监督帮扶；2022年 3月，
河北省沧州市，大气强化监督帮
扶……这些是我自 2017年至今，
参加监督帮扶工作的历程。

我参加监督帮扶次数不一
定是最多的，但也走过了 5 省 7
地。作为一名 2014 年进入环境
执法队伍的新兵，经过了这么
多轮次的监督帮扶，我最大的
收获就是学习与成长。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在这么多轮次的监督帮
扶工作中，我丰富了阅历，增长
了见识。犹记得在广东中山第
一次亲眼看见进口塑料再生产
的全过程，犹记得在山西太原
因坡陡路滑车辆无法抵达只能
徒步进行核查的洗煤厂，犹记
得保定市望都县的支柱产业制
鞋厂多如雨后春笋，犹记得山
东东营地方炼油企业的发展与

转变……
监督帮扶工作也使我快速

成长为一名执法业务骨干。每
一轮次的监督帮扶都会有相应
的侧重点，生态环境部执法局
都会根据侧重点开展相应的业
务培训。就这样，一轮次学习
一项管理要求，一轮次学习一
项执法技能。同时，在监督帮
扶过程中，不断加以实践与消
化，最终将学习到的管理经验
和执法技能用以指导自己开展
辖区工业企业的环境管理，成
为自己单位的一名业务尖兵。

监督帮扶是工作机制和方
式方法的创新，不仅有效促进
了重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持续

改善，同时也为我提供了更多
的实战机会，让我不断在实践
锻炼中磨炼意志、改进作风、提
升能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
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

图为刘方在河北省沧州市监督帮扶工作中，爬上某化工企业储
罐，使用红外热成像设备观察周边储罐无组织排放情况。

南京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供图

图为执法人员通过深圳市移动源监管平台对机动车进行遥感监测。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供图

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