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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秉持德法共治 建设首善之区

北京市制定实施《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为进一步加强对文明行为的规范和引导,按照蔡奇书记有关

批示精神,北京市于2019年3月启动了文明行为促进立法工作,
成立了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杜飞进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君

舒为组长的立法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由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

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负责推进立法

工作。2020年4月24日,《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于2020年6月1日正式施

行,全面开启了北京市德法共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崭

新篇章。
文明行为促进立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开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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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行为促进立法,是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有关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需要,是加强法治中国首善之区

建设的重要内容。《条例》是北京市第一部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地

方性法规,它的制定实施标志着我市文明行为促进工作进入法制

化、规范化新阶段,必将在建设首善之区、模范之地中发挥重要作

用。
制定《条例》是一个广聚民意、精雕细琢的过程。深入调研。

充分运用实地调研、座谈交流、人大代表“走出去”等方式,深入一

线开展调研20余次、召开各种征求意见座谈会30余次。开门立

法。多次在市属新闻媒体、人大网站和网络论坛上公布法规草案,
在法规草案未形成前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开展为期20天的

促进文明行为社会问卷调查,线上共有2200万人次点击,完成问

卷141万余人;线下入户采集6400份市民意见;通过本市四级人

大代表联动机制,收回问卷10751份。精心打磨。对法规的每一

条每一句每一字都精心雕琢。先后召开起草小组会议和会商会议

20多次,从立法原则到框架结构,从制度设计到具体表述,多方论

证,反复讨论,字斟句酌,先后28次修易其稿。
《条例》明确了五个方面重点内容。《条例》包括总则、文明行

为规范、不文明行为治理、保障与促进、法律责任、附则等6章63
条,重点明确了五个方面的内容。明确了文明行为边界。将文明

行为聚焦在公共领域的涉他行为,强调“恪守社会主义道德,维护

公序良俗,尊重他人合法权利和自由”,体现了“行使个人自由和权

利,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自由和权利”的宪法精神,有助于帮助人

们从总体上把握文明行为的底线,明确了文明行为的边界。坚持

正面倡导九个领域文明行为以及重点治理六个领域不文明行为。
通过概括加列举的方式,明确了立法规范和调整的文明行为范围。
在文明行为规范方面,概括提出爱党爱国、践行“四德”等总体要求

的同时,列举规定了公共卫生、公共场所秩序等九个领域的具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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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在不文明行为治理方面,对交通出行、旅游等六个领域的

不文明行为提出重点治理要求,形成了正反双轮驱动、立破并举的

文明行为规范体系。规定了疫情相关的文明行为要求。对疫情防

控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进行汇总提炼并充实到《条例》当中,在
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市民群众文明健

康生活意识,引导市民群众养成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的健康生

活方式。构建本市文明行为促进和保障的制度体系。《条例》明确

了服务窗口单位、互联网自行车和快递外卖企业等各方主体在文

明行为促进工作中的责任,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特别是公共场

所、公共交通等行业和服务企业及时劝阻、制止不文明行为的权利

义务,对公共文明引导员、文明行为记录等制度进行了固化和提

升,着力推动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长效机制。明确了法

律责任。对相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的,作出衔接性规定;对突破现

有法规处罚额度的规定,通过同步修改其他法规予以解决;对拒不

配合执法的行为,规定了治安处罚和追究刑事责任;对当事人自愿

参加社会服务的,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不予处罚。
《条例》具有三大鲜明特点。突出了“促进型”定位。不同于一

般管理型立法,《条例》跳出了只规范禁止性行为的“窠臼”,通过鲜

明价值导向和树立文明标尺,有序引导公民崇德向善。一方面,突
出德主刑辅,形成了倡导性规范“搭台唱戏”、禁止性规范有效补充

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突出促进保障,逐步建立起涵盖教育促

进、文明引导、文化服务、信用评价等多维度的文明行为促进和保

障机制。突出了“首都范儿”特色。《条例》充分考量首都的政治定

位、历史传统、人文背景、民俗风情等实际状况,呼应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直面超大城市治理的难点痛点,要求人们识大体、顾大

局,讲道理、守规矩,做到有里有面儿,让人一看就是首都北京的

“文明范儿”,充分体现了首都担当。充分激发“主人翁”意识。不

论是在工作内容上还是在程序上,始终坚持把激发主人翁意识作

为重要方面,把民意作为立法考量的重要参照系,动员和引导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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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把“主人翁”的责任担起来,把文明促进当成自己的事儿、当成

责权相统一的事儿,不断激发主人翁意识,实现超大城市精治共治

法治。
《条例》的贯彻实施需要多措并举全民行动。加强解读宣传。

组织开展“学《条例》、守规范、促文明”等主题活动,推动《条例》学
习、解读、培训等系列活动扎实开展。开展全媒体宣传,通过刊登

《条例》重点内容和主要举措、开设专题专栏、刊发评论员文章,通
过学习强国 APP北京平台、“文明北京”矩阵等,积极营造《条例》
学习宣传的浓厚氛围。完善配套制度。认真总结近年来的好经验

好做法,研究制定公共文明引导、文明行为记录、互联网文明行为

规范等配套制度,为《条例》的顺利实施提供有力支撑。开展执法

整治。对“高空抛物”“乱倒垃圾”等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通过

严格执法、联合整治,充分发挥法律的警示作用。积极开展“随手

拍”活动,进一步拓宽完善照片、录音录像等证据提交渠道,全力打

赢治理不文明行为的人民战争。形成工作合力。成立条例实施工

作领导小组,建立《条例》实施联席会议制度,对《条例》实施工作进

行分工,推动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的工作格局。加大联合执法

力度,共同打击惩处各种不文明行为,让《条例》长出牙齿、长出筋

骨、落地生根。 (精神文明宣传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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