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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 杨维汉

继往开来，与时俱进。金秋十
月，中国的依法治国进程迎来重要
时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加快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行顶层设
计和战略部署。

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
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
治久安。依法治国唤起的制度力
量，必将有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提高执政能力
熔铸法治国家之魂

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
基本方式。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大
力建设法治中国，是当代中国共产
党人必须担当的时代使命。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
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
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和执政水平，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国家
治理体系必须现代化——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
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利明说：“无论是
破解难题、化解矛盾、凝聚共识，还
是激发动力、促进和谐、推动发展，
只有更加自觉并善于运用法治——
这个集中体现现代化治理本质要求
的思维和方式，才能在法治轨道上
寻求制度化解决之道。”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
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
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
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
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
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国家治理必须通过法制化才
能定型精细化，增强执行力和运行
力。”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认
为，党的政策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
进一步成熟后，通过立法程序将其
上升为法律，用宪法法律加以确认、

完善和定型。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国家

治理能力必须提升——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

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党的十八
大报告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
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
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
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
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依宪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中国
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说，“要
把宪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保
障，强调法治思维，维护宪法法律权
威；强调宪法的教育与普及，形成社
会共识与凝聚力；强调宪法确立的
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实现社会正义。”

建设法治政府
夯实法治国家之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坚持依
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
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
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是统领，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两翼”。

“依法执政是党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执政的基本方式，依法行政是
各级政府的基本准则；法治国家是
主体，法治政府是重点。”国务院法
制办副主任袁曙宏指出。

对于法治国家来说，法治政府
建设、推进依法行政是中心环节。

当前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
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简政
放权先行，制度建设跟进。我国将推
行“权力清单”制度，“法无授权不可
为”；明确“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
可为”；出台“责任清单”，“法定职责
必须为”。这将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
场的边界，让政府当好市场秩序的

“裁判员”和改革创新的“守护神”。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是

对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
为推动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

今年 6 月国务院在自查和实地督查
基础上创新工作机制，引入第三方
评估。全国工商联和部分研究咨询
机构，围绕简政放权、棚户区改造等
部分重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展开评
估，以便与自查和督查情况进行对
表分析。

在第一方执行、第二方监督之
外，引入客观中立的第三方评估，如
同一面镜子，帮助政府发现问题、找
到差距，推动政策实实在在地得到
落实。

创新第三方监督，对政府权力
的监督制约，要完善来自人大和司
法机关的监督。北京大学教授姜明
安指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
即在于完善这种外部监督机制，如
人大的预决算审查制度、质询制度
和法院的行政诉讼等制度。

加大问责力度，是建设法治政
府需要补齐的“短板”。

“领导干部法律意识和法治观
念不强，法律实施激励机制不健全，
对违法行政问责不足是法治政府建
设的主要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
长马怀德建议，探索建立法治评价
体系和考核标准，对违法行政实施
严厉问责，把“会不会依法办事、能
不能依法办事”作为考察识别干部
的重要依据，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确
立明确的法治导向。

实行科学民主决策，是建设法
治政府的基础。

姜明安指出：“当下许多治理失
灵，源于权力滥用。一些涉及巨大
公共财政资金和广大公民重要权益
的决策往往缺少公开、民主的决策
程序。‘拍脑袋决定、拍胸脯保证、拍
屁股走人’的决策管理模式，至今仍
在一些地方存在。”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决策
管理模式，重大决策公开透明，尽量
让社会公众参与，推进国家治理规
范化、科学化。”姜明安、马怀德等专
家建议，国家抓紧制定行政程序法
和行政决策程序条例，明确要求行
政行为、行政决策未经听证会、论证
会、审议会等正当法律程序，不得通
过和实施。

“法治政府建设成功与否是衡
量法治国家建设成功与否的最重要
指标。法治国家建设目标在很大程
度上要落实到法治政府建设目标、
任务的实现上。”姜明安希望，随着
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法治政府、法
治国家建设能加快推进。

弘扬法治精神
扎实法治国家之根

十八届四中全会无疑将给整个

中国社会带来法治新风，对建设法
治国家产生全局性、基础性、长远性
影响。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和公民
共同努力形成全社会遵法、用法的
法治风尚值得期盼。

2011 年，醉驾被列为犯罪行
为，写入刑法；执法与司法“无缝对
接”“环环相扣”，让醉驾相关人员说
情无门；加大执法、处罚和宣传普法
力度⋯⋯3 年来，全国因酒驾、醉驾
导致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大幅
下降。

运用法律手段有效治理酒驾、
醉驾，证明陋习可以通过法治有效
破解。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
说，严格依法办事，违法行为就能得
到有效遏制。

法令行则国治。“喝酒不开车”
成为公众的普遍行为准则，这是立
法、执法、司法机关共同努力将法治
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也是全民普
法取得成效的实证。

弘扬法治精神，是建设法治社
会、法治国家深刻内涵。随着法律
条文逐渐变为社会行动，对法治的
信仰将融入公民的血液中。

信“访”不信“法”，这是很多涉法
涉诉信访群众过去对待法律的一个
态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涉法
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中央
政法机关多措并举，一年来，涉法涉
诉信访群众到党政信访部门上访数
量明显减少，政法机关信访事项受理
率、立案率明显提高，信访群众依法
按程序反映问题的意识逐步增强。

“总体来看，今天越来越多的人
懂得法律是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武
器，运用法律解决身边的问题，这本
身就是普法效果的具体体现，也是
巨大的社会进步。”中国人民大学法
学院教授汤维建说。

当前我国已进入“六五”普法阶
段。专家指出，弘扬法治精神，熔铸
法治社会，就必须通过全民普法的深
入推进，使公众逐渐由“知法、用法”
向“守法、敬法、护法”转变，推动形成
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
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在整个社
会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

人们有理由相信，在十八届四
中全会的强力推动下，党的执政能
力和执政水平一定会提升到一个新
的高度，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定能
早日建成。

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述评

实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我国建设法治国家述评

10 月 20 日，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当日 14 时 31 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
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卫星二十二号送入太空。遥感卫星二十二号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
资源普查、农作物估产及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95次飞行。

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我国成功发射卫星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秦刚 20 日宣布：亚太经合
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将于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在北京举
行。这次会议主题为“共建面向未来
的亚太伙伴关系”，亚太经合组织经
济体领导人或代表将应邀与会。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并主持会议。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与工商咨询理事
会代表对话会将于11月9日至10日
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领
导人或代表将应邀与会。国家主席习
近平将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下月举行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0 日电 （记
者 朱佳妮 王慧慧） 针对有关澳大
利亚警方同意协助中国境外反腐追
赃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20 日说，中方希望与包括澳大利
亚在内的有关国家开展追逃追赃合
作，共同打击贪污腐败犯罪。

澳大利亚两大媒体集团——新
闻集团和费尔法克斯集团 20 日均
在各自旗下报纸刊登文章，称澳方
已同意协助中方的追逃追赃行动，
没收逃逸贪官资产的行动将在几周
内展开。

华春莹在当日外交部例行记者
会上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腐
败和境外追逃追赃工作。在惩治腐

败问题上，态度坚决，坚持有腐必
反、有贪必肃。

“腐败分子不论逃到天涯海角，
都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华春莹
说。

据华春莹介绍，截至今年 9 月，
中方已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 63
个国家缔结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
被判刑人等条约。

目前，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尚
无引渡协议，导致一些贪官滞留澳
大利亚不归。但《悉尼先驱晨报》报
道，对于违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的人员，澳方可以考虑相关引渡请
求。澳大利亚和中国都是《联合国
反腐败公约》的缔约方。

外交部回应澳警方同意协助中国追逃追赃：

腐败分子逃到天涯海角
都一定要将其绳之以法

10 月 20 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大楼，当选总统佐
科·维多多（中）宣誓就职后向人们挥手致意。佐科·维多多 20 日在雅加达宣誓就任
印尼第七任总统。 新华社发

印尼当选总统宣誓就职

新华社专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 20 日证实，法务大臣松岛绿当天
请辞。而就在几小时前，安倍刚刚
接受了另外一名女阁僚、经济产业
大臣小渊优子的辞呈。

松岛现年 58 岁，是国会众议
员。日本主要反对党民主党副干事
长阶猛说，松岛多次向选民分发纸
扇子，其中一些扇子上印有她的名
字和法务大臣的头衔。

松岛在向国会递交的文件中承
认，她从 2012 年至今制作了 21980
面扇子，耗资 174 万日元（约合 1.62
万美元）。民主党一方已经就这一

事件提起刑事诉讼。
20 日早些时候，曾被日本媒体

称作“安倍接班人”的经济产业大
臣小渊优子向安倍递交辞呈。这
名卷入公款私用和违规使用政治
资金丑闻的政坛新星在新闻发布
会上说，自己“没能充分尽到监督
责任”。

小渊是安倍 2012 年再次执政
以来首位辞职的内阁大臣。

安倍20日告诉媒体记者：“是我
委任这两人，作为首相，我愿负责任，
为这一局面深深道歉。”当天晚间，安
倍便任命两名自民党议员接任。

日本内阁两名女将辞职

据 新 华 社 香 港 10 月 20 日 电
（记者 牛琪 张晶 王欣） 香港高等
法院接纳的士小巴团体的入禀，于
20 日颁布临时禁制令，禁止“占中”
人士占据旺角道路。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潘兆初表
示，“占中”造成严重交通挤塞，影响
的士司机生计，需要平衡各方使用
道路的权利。

香港的士及小巴公司的数十名
成员20日下午到旺角占领区，由代表
律师宣读他们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
的禁制令内容，包括禁止示威者再霸
占道路或设置帐篷等路障。成员表
示支持香港警方执法，要求警方清场。

香港知名律师黄嘉锡称，这是

一个值得欢迎的决定。香港高等法
院颁布的禁制令有利于维护香港的
核心价值，依法保障香港的安全、稳
定和繁荣。

黄嘉锡说，目前“占中”人士已
严重损害了香港市民的利益和香港
整体的经济运作，这种行为在任何
国家和地区都不能被允许。香港高
等法院颁布禁制令，就意味着香港
警方有责任依法办事，在适当时候
采取清场活动。

同日，香港高等法院接纳中信
大厦业主入禀，颁布临时禁制令，禁
止阻碍龙汇道及添美道交界的中信
大厦的 3 个出入口，同时禁止阻碍
清除障碍物。

香港高等法院颁令：

禁止“占中”者占据旺角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