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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设保障措施
专章，对“开展无障碍环境理念的宣
传教育”“制定或者修改涉及无障碍
环境建设的标准”“建立无障碍环境
建设相关领域人才培养机制”等方
面进行了明确规定。

此外，这部法律明确提出：“国
家通过经费支持、政府采购、税收优
惠等方式，促进新科技成果在无障
碍环境建设中的运用，鼓励无障碍
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研发、生产、应
用和推广，支持无障碍设施、信息和
服务的融合发展。”

在监督管理方面，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强调，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协
会等组织根据需要，可以聘请残疾
人、老年人代表以及具有相关专业
知识的人员，对无障碍环境建设情
况进行监督。

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研究人员
丁鹏认为，“邀请残疾人、老年人等
受益群体和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
员亲身参与设计、评估等环节，有利
于推动无障碍设施从有到好、从能
用到好用。”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一项综合性
的系统工程，涉及多领域、多部门、
多主体。只有各方面齐抓共管、全

社会共同参与、各环节有序贯通、各
要素系统连接，才能建设设施齐备、
功能完善、信息通畅、体验舒适的无
障碍环境。

石宏表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总结吸收实践经验，对无障碍环境
建设的全要素、全链条、全场景作出
系统规定，覆盖规划、设计、施工、验
收、使用、维护、管理、监督等全过
程，并区分未来新建和以往既有，统
筹考虑地区城乡差异，推动社会各
方面共同发力，促进无障碍环境建
设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电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
议28日表决通过决定，将8月15日设
立为全国生态日。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
2005年8月15日考察湖州市安吉县
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
学论断。这一论断是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的核心理念。

决定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保护
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
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举世
瞩目成就，给人民群众带来强烈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有力推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为全国各
族人民的共同理念，绿色循环低碳发
展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行动。

决定指出，为了更好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化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大众化传播，提高全

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增强全民生态环
境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久久
为功，持续发力，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第十四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次会议决定将8月15日设立为全国
生态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态
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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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据此前国务院颁布的《无障碍环
境建设条例》规定，无障碍受益人群
为“残疾人等社会成员”。

此次新出台的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一大突出亮点就是扩大了受益群
体。总则第一条明确立法目的为“保
障残疾人、老年人平等、充分、便捷地
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全体
人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已有2.67亿。国
家卫健委数据测算显示，预计“十四
五”时期，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
将突破3亿，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将突破4亿，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数量庞大的老年人是无障碍环境建
设的重点受益群体之一。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廖娟认为，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将
无障碍环境建设保障重点规定为残
疾人、老年人，在制度设计、标准确
立、建设要求等方面，紧扣残疾人、老
年人的需求和期盼，体现了鲜明的特
点，并回应了很强的现实需要。

“及时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进一步健全残疾人、老年人权益保障
的制度机制，充分体现国家和社会对
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关心关爱，
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法
室主任石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明确：“无障碍环境建设应当与适
老化改造相结合，遵循安全便利、实
用易行、广泛受益的原则。”

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院
长邵磊认为，此次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明确将无障碍环境建设与适老化改
造相结合，有利于最大限度提升无障
碍环境的包容性。

将残疾人、老年人
作为重点保障对象

石宏介绍，无障碍环境建设立
法过程中，始终坚持鲜明的问题导
向，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不断完善解决问题的理念、思路和
举措。

在无障碍社会服务方面，无障
碍环境建设法围绕与社会生活密切
相关的公共服务、司法诉讼仲裁、公
共交通、教育考试、医疗卫生、文旅
体育等场景下的无障碍服务分别作
出有针对性的规定。

比如，规定公共服务场所涉及
医疗健康、社会保障、金融业务、生
活缴费等服务事项的，应当保留现
场指导、人工办理等传统服务方

式。与残疾人、老年人相关的服务
机构应当配备无障碍设备，在生活
照料、康复护理等方面提供无障碍
服务。

同时，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还新
增应急避难所提供无障碍服务的义
务性规定，以及完善残疾人使用服
务犬的相关规定。

就公众关心的商品说明书特别
是药品内置说明书字体过小等问
题，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国务院
有关部门应当完善药品标签、说明
书的管理规范，要求药品生产经营
者提供语音、大字、盲文、电子等无
障碍格式版本的标签、说明书。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王永澄建议加强大字版教材的
出版和供应，满足低视力学生的需
求。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定，国家
鼓励教材编写、出版单位根据不同
教育阶段实际，编写、出版盲文版、
低视力版教学用书，满足盲人和其
他有视力障碍的学生的学习需求。

“编写、出版盲文版、低视力版
教学用书，是事关视力障碍孩子未
来发展的大事。”中国助残志愿者协
会会长吕世明建议，要在确保教材
质量的同时，全方位全系统促进教
材内容和无障碍呈现方式相统一，
实现相得益彰。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增加税收激励措施，完善体验试用等监督机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

8月15日为全国生态日

以法治护航
让生活无“碍”
聚焦新出台的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看点

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无障碍环境
建设法。这是我国首次就无障碍环
境建设制定专门性法律。

此次表决通过的无障碍环境建
设法分为总则、无障碍设施建设、无
障碍信息交流、无障碍社会服务、保
障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等
8章，自2023年9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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