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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将于今年10月15日起
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促进公平竞争、规
范市场竞争秩序、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
行的基础性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
自1993年实施至今已有30多年，经过
2017年、2019年两次修改，在这次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完成第三次修改。

平台经营者不得扰乱市场

近年来，“全网最低价”等口号成
为各大平台流量争夺策略，受平台企
业低价竞争影响，中小微商户线上经
营利润逐渐走低，同时潜藏虚假宣传、
价格欺诈等多重风险。

“不合理的定价规则违背交易成
本理论，看起来是在保护消费者，实际
上很可能侵犯消费者权益。”上海交通

大学讲席教授王先林表示。
针对实践中比较突出的平台“内

卷式”竞争，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新增规定，“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
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
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
市场竞争秩序”。

建立不正当竞争举报投诉机制

无论是平台还是入驻平台的上千
万商家，合规竞争是底线。从长远发展
看，平台企业的竞争合规程度越高，越
有利于吸引广大经营主体和消费者。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
“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平台服务协议和
交易规则中明确平台内公平竞争规
则，建立不正当竞争举报投诉和纠纷
处置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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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者不得对同行实施恶意退货

广告屏蔽、流量劫持、数据杀熟、
骗取点击、捆绑软件、恶意侵犯……新
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花样翻新、不
断涌现。

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侵害
数据权益、恶意交易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作出规定，对实践中恶意交易的多种表
现形式进一步细化，如规定“经营者不
得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者指使他人对
其他经营者实施虚假交易、虚假评价或
者恶意退货等行为，损害其他经营者的
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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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规施行

反不正当竞争法完成第三次修订，拟治理“内卷式”竞争

平台不得强制经营者低于成本价促销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聚焦正当防卫、未成年人、烈性犬伤人等争议话题

被打不敢还手？正当防卫免罚
6月2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

法，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此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2005年8月审议通过的，历经20年，如今，这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打破

“未成年人违法不拘留”的刚性惯例，到重构“被殴打还手即互殴”的认定标准；从明确“宠物伤人可直接治安处罚”的监管责任，
到将高空抛物、无人机“黑飞”等新型风险纳入规制范畴，都与如今大家的生活场景深度绑定。

公民有权进行必要防卫
新法明确正当防卫免罚

今年的5月20日，山东淄博一家
饭店的老板张女士被醉酒男子刘某
殴打后还手，公安机关最初认定两人

“互殴”，分别处以行政拘留，案件被
检察院提起抗诉，最终法院改判张女
士的反击是为制止违法侵害，应不予
处罚。

这几年像张女士这样因为防卫行
为被质疑“过度”的事件时常引发争
议，也说明了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可
能导致公民在行使自卫权时面临法律
风险，甚至挫伤社会正义感。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公
民对不法侵害行为有权采取防卫性措
施，规定包含了几种情形：

明确正当防卫的合法性：新法明
确规定，公民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有权
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保护自身或他
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界定防卫限度：强调防卫行为应
当在合理限度内，避免过度防卫导致
不必要的损害。

免除法律责任：对于符合正当防
卫条件的行为，免除其治安管理处罚
责任，保障公民行使防卫权的合法性。

保护见义勇为：鼓励公民在他人
遭受不法侵害时挺身而出，明确见义
勇为行为受法律保护，避免因防卫行
为受到不当处罚。

明确举证责任：在涉及防卫性措
施的争议中，公安机关需充分调查取
证，确保对防卫行为的认定客观公正。

这些规定明确了公民有权进行必
要的防卫，也界定了防卫的合理限度，
还特别保护见义勇为行为，鼓励公民
在他人遭受侵害时挺身而出。

重划未成年人惩戒红线
14~18岁违法可拘留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未成
年人问题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规定。

首先，该法调整了未成年人行政
拘留执行条件：对于14至16周岁一年
内二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未成年
人，可以依法执行拘留。同时，14至
16周岁以及16至18周岁初次违反治
安管理，若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同
样可以依法执行拘留。

此外，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还规定，
对因未达年龄不予治安处罚或者不执
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应依照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采取相
应矫治教育等措施。这意味着针对不
同情况的违法未成年人，除了拘留等
处罚手段外，还将通过多种矫治教育
手段，帮助他们纠正行为。

近年来学生欺凌现象频发，已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严重威胁着未成年人
的身心健康。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明
确了学生欺凌的处理方式：以殴打、侮
辱、恐吓等方式实施学生欺凌，违反治
安管理的，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
处罚，或者采取相应矫治教育等措施。

此外，如果学校未按规定报告或
者处置严重学生欺凌事件，将被责令
改正，有关部门还会对责任人员依法
予以处分，以此推动公安机关与学校
协同治理学生欺凌问题。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新增听证程
序，可能被执行拘留的未成年人和家长可
以要求听证，公安机关启动听证程序，确
保处罚决定有充分的事实和证据支持。
这样规定，既避免误罚风险，又通过程序
参与增强未成年人对法律的敬畏与认知。

新治安管理处罚法还明确加强了

对组织、胁迫未成年人从事陪酒、陪唱
等有偿陪侍行为的打击力度。新法规
定，对组织、胁迫未成年人在不适宜未
成年人活动的经营场所从事有偿陪侍
活动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从严惩处，视
情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
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人民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涉
及未成年人案件时，对执法程序有更
人性化的规定。若询问违反治安管理
的未成年人，监护人不能到场，可通知
其成年亲属、所在学校代表等到场，给
予未成年人心理支持与权益保障。

严禁违法出售饲养烈性犬
宠物伤人可直接治安处罚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针对社
会生活中频发的危险动物伤人隐患，
新增了对违法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
险动物，以及致使动物伤害他人的治
安管理处罚规定，直击现实痛点。

在许多城市的小区中，曾发生多
起因饲养烈性犬未牵绳、未佩戴嘴套，
导致路人被咬伤的事件。此前，此类
事件多依靠民法典追究民事侵权责
任，侵权人往往只需承担受害者的医
疗费用等损失，违法成本较低。

如今依据新规定，违反有关法律
法规出售、饲养烈性犬等危险动物，将
先处警告；警告后仍不改正，或者致使
动物伤害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
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
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这一规定从源头治理层面，打击
了非法售卖危险动物行为，减少流入
社会的危险动物数量；对公众而言，当
遭遇危险动物威胁时，有更有力的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也让公共空间
的安全性得到显著提升。

焦点 警察询问查证、当场检查需全程录音录像
明确出示的“执法证件”为“人民警察证”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系统性修订
强化警察执法透明度，从执法证件出
示、扣押程序到询问查证等环节，均作
出细致规定，确保执法透明、公正，从
制度层面防范执法争议，推动治安执
法向更透明、更公正的方向迈进。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着重强化
了对询问查证环节的监督。明确规定，在
执法办案场所询问查证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人这一情形下，必须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同时，在当场检查场所时，同样需

遵循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要求。以往
在一些场所检查中，可能因缺乏全程
记录，引发关于执法是否规范、程序是
否合法的争议，新规实施后，执法过程
透明化，无论是对场所内物品的检查、
人员的盘查等，都能有据可查。

甚至在由一名人民警察作出治

安管理处罚决定这类特殊情形下，也
被纳入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范畴。

此外，新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执法
证件出示上，还明确人民警察依照本
法执行公务时，所出示的“执法证件”
为“人民警察证”，使执法身份的表明
更加规范、统一，减少因证件表述模
糊可能引发的执法争议。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