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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9 年—2023 年，公安机

关查处的治安案件年均超 800 万

起 ，涉及人数庞大，其中多数

是轻微违法。这些治安违法记录

往往会对当事人的生活产生诸多

限制，如在升学、考公、求职、

评优晋级等方面，甚至还会对

其亲属产生连带影响。例如，18 

岁的安徽男孩小阳因动手打人被

处以治安拘留，此后在征兵和应

聘酒店服务员时，均因治安违法

记录而被拒绝 ；陕西一位农民

因治安拘留 5 天的处罚，导致女

儿在教师考试中无法通过政审。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的建

立，正是为了消除这些负面效应。

它采用 “封存为原则、查询为

例外” 的设计，既避免了违法

记录被不当披露，保障了个人权

利 ；同时规定有关国家机关为

办案需要或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

定可进行查询，满足了行政机关

内部管理和维护社会安全的需

要，在保障个人权利与保护社会

安全之间实现了价值平衡 。这

一制度的实施，将使许多有过轻

微治安违法记录的人放下包袱，

重新融入社会，减少社会歧视，

促进社会和谐。

法律实现衔接，

执法仍有挑战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在与其他法律的衔接方面做出了

诸多努力，以构建更加完善的法

律体系 。胡裕岭提到，治安管

理处罚法与刑法、监察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法等都进行了有效

的衔接。例如，在高空抛物、校

园欺凌、出售个人信息等问题上，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的相关规

定相互配合，形成了对这些违法

行为的梯度治理。对于一些尚未

达到犯罪程度的行为，由治安管

理处罚法进行规制；而对于情节

严重构成犯罪的，则由刑法进行

惩处。 

荆亚斌也指出，在宠物伤人

事件中，不仅涉及民事侵权赔偿，

还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行政处

罚，实现了行政处罚法与民法的衔

接。在未成年人处罚问题上，与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相衔接，形成了对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的全方位治理体系。 

当然，新修订的法律在实施

过程中，执法部门也面临着一些

挑战。胡裕岭认为，在判断正当

防卫行为时，虽然法律有了明确

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对于防

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

仍然具有一定难度。这需要执法

人员具备较高的法律素养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能够综合考虑各种

因素，如利益的衡量、损害的破

坏程度、防护人员的防护力度和

主观动机等。 

在未成年人违法处罚方面，

荆亚斌表示，虽然法律明确了在

特定情况下对未成年人可以执行

行政拘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

如何准确界定 “情节严重、影

响恶劣” 以及 “一年内两次以

上违反治安管理” 等情形，还

需要进一步细化标准。同时，在

对未成年人进行矫治教育时，如

何确保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也是执法部门需要面对的问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专家们

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胡裕岭建议，

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提高他

们对新法律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通过案例指导等方式，统一执法

标准，确保法律的公正实施。荆

亚斌则认为，应建立健全执法监

督机制，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

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同时，

执法部门应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

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共同解

决治安管理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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