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務實親民、穩健低調是吳邦國

一貫秉持的個人風格，但他領導

下的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卻

因破解一系列立法難題和取得實

實在在的監督成效，五年來始終

備受人們關注。「人大是依法集

體行使職權，委員長在表決的時

候也是一票。」過去五年

中，吳邦國常常這樣說，

以此來淡化自己在人大

工作中的作用。

■據新華社北京15

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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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顯然有更加公允的
評判，他們在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選

舉吳邦國繼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2003年3月，吳邦國首次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長。人大的崇高使命確實讓這位曾經任上海市委書
記和國務院副總理感到了責任重大。

胸懷大局助理性立法

談到這五年的體會，吳邦國說：人大是代表人民
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做好人大工作最根本的是要
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
一。人大決定之所以具有權威性，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依法按程式辦事。一切都由大家共同決策，這
不同於一般的行政決策。
政治觀察家認為，人大這樣一個並不凸顯個人之

功的機關似乎暗合了吳邦國不事張揚、務實穩健的

作風。他與眾多立法者一道，紮紮實實地默默工作
了五年。
但是，這五年，中國的法制建設卻是波瀾陣陣，

泛起的漣漪影響到每個普通民眾。中國共有100件新
的或修改後的法律走進了老百姓的生活。憲法修正
案首次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公民的
財產權和繼承權」等內容載入國家的根本大法，成
為中國憲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反分裂國家法則第
一次將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反對和遏制「台獨」以
法律形式固定下來；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
釋法對推進香港民主健康發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歷經了八次審議之多的物權法獲得通過；醞釀
了20年之久的監督法也終於出台。

百花齊放納各方聲音

這些無一不成為媒體競相追逐的「亮點」。海外媒

體評價說，中國的立法過程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理
性的討論和百花齊放的精神」。
堅持中國基本經濟制度，遵循平等保護物權原則

的物權法被海外輿論譽為吳邦國任內中國立法進程
中「濃墨重彩」的一筆。英國《經濟學家》雜誌曾
在封面文章中指出，中國制定物權法是經濟改革和
法治的「一次具有偉大象徵意義的勝利」。海外學者
則認為，該法是對中共改革路線的法律確認。
物權法的研究起草工作始於1993年，此後爭議之

聲不斷。面對分歧，吳邦國親自或委託全國人大常
委會其他主要負責人，多次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
人大代表、學者、官員等各方意見，並將物權法草
案全文向社會公佈，廣泛聽取基層群眾的意見。
「人大是講民主的地方，大家可以各抒己見，包

括不同觀點和意見，最後按大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
定。」吳邦國時常這樣提醒共事的立法者。 吳邦國，男，漢族，1941年7月生，安徽肥東人，196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6年9月參加工作，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電真空器件專業畢業，大學學歷，工

程師。

★1960-1967年 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電真空器件專業學習

★1967-1976年 上海電子管三廠工人、技術員，技術科副科長、科長

★1976-1978年 上海電子管三廠黨委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副廠長、廠黨委副書

記、廠長

★1978-1979年 上海市電子元件工業公司副經理

★1979-1981年 上海市電真空器件公司副經理

★1981-1983年 上海市儀表電訊工業局黨委副書記

★1983-1985年 上海市委常委兼市委科技工作黨委書記

★1985-1991年 上海市委副書記

★1991-1992年 上海市委書記

★1992-1994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

★1994-1995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995-1997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

★1997-1998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1998-1999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大型企業工委書記

★1999-2002年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黨組成員，中央企業工委書記

★2002-2003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黨組成員，中央企業工委書記

★2003-2008年 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黨組書記

★2008- 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黨組書記

★中共第十二屆、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十七屆中央委

員，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四屆四中全會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五屆中央

政治局委員，十六屆、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第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

無論官做得多大，吳邦國給人的
印象總是「身上看不到一點官架
子」。吳邦國身邊的工作人員說，
他平常談笑風生，沒有「套話」，
都講「實在話」、辦「實在事」，工
作之餘常和他們聊些輕鬆的話題，
親切平實的言談話語中，蘊涵深厚
的哲理。在嚴寒的冬日參加外事會
見時，吳邦國常常會提醒外賓「北
京天冷，注意添衣」，平易忠厚的
風範令來訪者深受感動。

熟悉吳邦國的人認為，他的隨和、他的親民與早年在基層的奮鬥歷程有
關。吳邦國做過操作工、搬運工、爐前工，與普通勞動者朝夕相處。直到他
擔任上海市委常委時，家裡祖孫三代五口人仍擠住在只有11平方米的房子
裡，用的是平常人家的煤球爐和木馬桶。
在參加人代會團組討論時，代表們也經常聽到委員長這樣的關切—「法律

規定解決群眾的關切沒有？」「現在的老百姓打得起官司嗎？」「棚戶區改造
得怎麼樣？」
吳邦國業餘時間愛讀讀書或打打網球。雖然國事繁忙，他有時也抽出時間

陪㠥夫人章瑞珍看看電視劇。

基層歷練 作風平易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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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邦國在河北廊坊市香河縣
安平鎮扁城村看望村民楊得義

（右一）一家人。 新華社

■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
長吳邦國

吳邦國時常
提醒肩負立法
重任的同事
們：中國的經
濟體制深刻變
革，社會結構
深刻變動，利
益格局深刻調
整，立法要正
確把握最廣大
人民的根本利
益、現階段群
眾的共同利益
和不同群體的
特殊利益的關

係，統籌兼顧各方面群眾的關切。
吳邦國對於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變化現狀和趨勢

的深刻認識，拓展了中國最高立法機關「開門立法」
的實踐。他要求，對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重要
法律草案，要「向社會全文公佈」；對法律草案中

專業性強、分歧較大的問題，要通過聽證會等形式
「深入研究論證」。

「微服私訪」人民至上

從媒體對中國立法進程頻繁密集的報道中，人們
不難發現，公眾有序參與的程度越來越高，許多建
設性意見被採納。比如，普通的公司員工應邀走進
全國人大，在其首次立法聽證會上就個稅起徵點的
劃定發表意見；農民工也能夠寫信向全國人大常委
會直接傾吐心聲，推動勞動合同法更好地保護他們
的合法權益。
「民主立法」「科學立法」成為媒體對這些案例

的普遍評價。其間精髓，吳邦國質樸地詮釋為「走
群眾路線」，這既是人大「密切聯繫人民群眾」的
優勢體現，也與他多年來的「為官」原則如出一
轍。
主政上海期間，吳邦國尤愛「微服私訪」，常常

自己買米、買菜，在熙來攘往的人群中和菜農、小
販、老闆、顧客非常自如地攀談。他告訴友人，平
民生活的體驗對他很有好處，「跑得多了、聽得多

了，腦子就充實了，思路也就開闊了」。
監督是與立法同等重要的人大工作。吳邦國從一

開始就明確提出「圍繞中心、突出重點、講求實效」
的監督工作思路，並親自主導，付之實施，還形成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和方法，取得了人民滿
意的效果。
政治觀察家指出，吳邦國領導下的全國人大及其

常委會把眼光落到了「實處」。無論是追繳農民工
拖欠工資還是督促整改審計發現的問題，無論是關
注水環境惡化趨勢還是大幅度減少重特大瓦斯爆炸
事故⋯⋯每一項監督工作都很實在，而且一定是一
抓到底。
五年來，中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也越來越透

明，更多的團組會議向媒體開放，境外記者也可以
直接聯繫採訪代表。此外，吳邦國還帶領全國人大
開創了對外交往的新局面。
目前，全國人大已與美國、俄羅斯、日本、印

度等14個國家的議會和歐洲議會建立了定期交流
機制，還積極參與國際和地區議會組織的多邊活
動。

開門立法 強調民主科學

■當年在上海，吳邦國視察工
地，親自挖泥、擔土，與工人
打成一片。

物權法同企業所得稅法、反壟斷法、銀行業監督
管理法等法律的制定以及證券法、對外貿易法等一
批重要法律的修訂，為疾馳在市場經濟道路上的中
國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
分析人士指出，吳邦國雖然沒有法學背景，卻對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法律構架和立法需求了
然於胸，反映了他多年主管經濟與工業的深厚積
澱。

吳邦國祖籍安徽肥東，從政之途始於上海。從
1983年初進入上海市委常委會到1991年春出任上海
市委書記，吳邦國力促這座中國最大的經濟中心和
工業城市成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
在1995年到2003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期間，吳邦

國主抓經貿、交通、能源、信息產業、社會保障等
工作。八年間，他秉㠥「不謀私、不偷懶、不耍滑」
這樣一份樸素的執㠥，「為基層服務、為企業排憂
解難、為人民辦實事」，對改革發展的認識有了更
深入、更豐厚的積累。

民主立法新時代

主管中國最高立法機關之後，吳邦國把多年的思
考與經驗帶到了這一全新的領域。他曾多次強調，
既要把改革中取得的成功經驗用法律形式確定下

來，為改革發展「提供堅實的法制保障」，又要注
意為繼續深化改革「留下空間」。
吳邦國是大眾眼中的「工業行家」。早年，他曾

在工人、廠長、經理等不同層次的企業崗位上工作
過，對企業運作非常熟悉。在全國人大立法工作
中，吳邦國不忘鞏固改革成果，親自推動了企業破
產法的制定，從法律上確立了企業有序退出、優勝
劣汰的制度。
在不斷完善經濟領域立法的同時，吳邦國一直強

調「立法為民」，要求全國人大「㠥力加強」社會
領域的立法。僅2007年一年間，就先後制定了勞動
合同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審議
了社會保險法草案。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
等法律的修訂都越來越關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長。輿
論認為中國「民生立法的新時代」已經到來。

「工業行家」完善經濟法規

■吳邦國在河北省考察工作。這是吳邦國在唐
鋼集團考察。 新華社

■吳邦國向奮戰在搶險抗災一線的職
工表示親切慰問。

紮實穩健推法制
代表人民用權力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5日電】針對近年來百姓
呼聲最為強烈的「執行難」司法頑疾，最高人民法院
副院長黃松有在此間媒體見面會上表示，「執行難」
已成複雜的社會問題，人民法院將從七項措施㠥手，
通過綜合治理並長期努力，爭取從根本上解決該問
題。
黃松有說，「執行難」現時表現為人難找、財產難

找、找到了也難動，其產生原因有多方面，主要為法
制觀念不強、社會誠信缺失、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
護主義、法律制度不夠完善，同時還包括執行人員在
執行過程中平衡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個別執行人員
的素質較低及人力、物力不足等因素。他表示，解決
「執行難」將主要從七個方面㠥手：

一、建立執行聯動機制，包括黨委監督、政府參
與、政協支持、各界配合、法院主辦等一套體系，並

把執行工作納入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考核的範疇；
二、推動建立國家執行威懾機制，通過增加被執行人

不履行債務的成本，促使其自覺、自動地履行債務；
三、通過不斷地創新執行的工作方式、方法來加大

執行的力度；
四、通過執行公開來促進執行的公正；
五、完善法律制度，特別是執行的立法，為 「執行

難」提供法律武器；
六、通過執行改革制約執行權，使執行權力能夠得

到充分的制約和監督，以促使執行的公正；
七、通過加強隊伍建設，以提高整個隊伍的素質。
他並特別指出，對於被執行人本身償還能力有限，

國家還需研究司法以外的解決管道，通過完善保障體
系對拿不回錢的人進行保護。

4547名潛逃貪官抓獲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姜偉在

新聞發佈會上透露，根據最高檢察院公佈的報告所顯
示的數據，潛逃的職務犯罪嫌疑人4,547人已被檢察機
關抓獲。此外，通過國際互助的機制，中國已成功從
30多個國家緝捕到案70多名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在回應貪官案發前後攜款潛逃的事件時，姜偉回

應，這種現象時有發生，但由於職務犯罪隱蔽性強，
統計口徑比較困難，難以估算在逃人員數量。姜偉介
紹，職務犯罪嫌疑人潛逃一般是兩個方向，一個是境
內，一個是境外。目前，中國的檢察機關在緝捕職務
犯罪嫌疑人主要採取四項措施。
首先，檢察機關與公安、海關、安全等有關機關建

立協議機制，盡量在境內緝捕到犯罪嫌疑人。最近五
年，中國檢察機關緝捕的4,547人，主要是在境內緝捕
到的。
其次，勸說犯罪人投案自首。姜偉稱，貪官外逃

後，有些人心理比較脆弱，在茫茫無期的逃亡生涯中
惶惶不可終日。姜偉表示，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最好的
方法是投案自首。凡是投案自首的，檢察機關也都按
照法律的規定予以從寬處理。
再次，採取國際互助機制緝捕潛逃境外嫌疑犯，中

國已與80多個國家簽署了司法互助協定、引渡條約和
檢察機關雙方合作機制。幾年來，中國已經從30多個
國家緝捕到案70多名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目前中
國也已經加入了《反腐敗國際公約》。
此外，中國也對追逃工作加強規範、嚴格管理。凡

是潛逃的犯罪嫌疑人，必須每人建立檔案，搜集固定
證據。涉及潛逃境外的人員，盡快通過外交途徑、司

法途徑，通過國際刑警組織，與犯罪嫌疑人潛逃的國
家進行聯繫，努力把犯罪分子緝捕到案。
姜偉稱，自1991年以來，黑龍江有職務犯罪外逃人員

13人，其中已經緝捕到案5人。「雖然追逃犯罪嫌疑人
成本很大，但檢察機關將不惜成本，對犯罪數額大、
社會危害影響嚴重的案件，一定將腐敗分子緝捕到
案。」

中國罪案一審判服超九成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15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

示，中國司法公正近五年來正逐年提升，上年中國法
院受理的案件一審判服率已超過九成，高達90.01％。
據張軍介紹，2007年全國法院受理885萬多件案件

中，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600多萬件，較2003年上
升了7.17％，在法官數量沒有明顯增加的同時，案件
受理率大幅上升。不僅全國一審案件判服率逾90％，
二審維持率也達70.84％，處於較高的水平。
而中國檢察機關同期因生效判斷錯誤提出抗訴的案件

減少了16.63％，並在一審裁判的自動履行率較2003年提
升了3.63％的同時，強制執行的申請下降了逾11％。張
軍表示，司法公正有賴於堅持公正和效率為基礎的司法
改革，不僅全面增強了全國各級法院的審判能力，效率
也有明顯提升。
據悉，目前中國罪案已有96.06％可在審限內結案。

公正效率使民眾滿意度大幅提高，五年間公民申訴、
上訪和信訪的數量下降了約五成五。
張軍並指出，未來中國司法改革將㠥重在優化司法

職權配置、隊伍建設、司法保障等方面，改革意見和
建議的提出必須採取穩妥、積極的態度，涉及到的法
律在做出修改之後由司法實踐運行和實施，自上而
下，充分調研，以確保穩妥運行。

二○○八年三月十六日（星期日）戊子年二月初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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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專委會副職 13港人當選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5日電】全國政協

常委會15日下午舉行會議，通過轄下9個專

門委員會副主任人選。上一屆只有5名來自

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出任全國政協的專委會

副主任，今屆則大幅增加至13個，包括繼續

連任的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譚耀宗、港

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胡應湘、文史和學習委

員會副主任計佑銘、提案委員會副主任朱樹

豪、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李家傑等5人，原經

濟委員會副主任鄭家純因獲選為第11屆全國

政協常委，故不再擔任專委會副主任一職。

至此，本港共有29人享有常委待遇，數字可

算「空前」。專家認為，這顯示中央政府對

香港的高度重視。

新加入專委會的副主任則有：恆基地產主席李兆基的長子李家
傑、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的長子霍震霆、中華文化促進

會會長高敬德、富華國際集團主席陳麗華、鳳凰衛視董事局主席劉長
樂、香港恆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子清、榮利集團董事局
主席盧文端、南益集團董事總經理林樹哲及恆興基立集團（國際）有
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施祥鵬。

不同背景專長 為國獻言獻策

專委會副主任享有全國政協常委待遇，可列席政協常委會會議。據
統計，13名專委會副主任加上16名港區全國政協常委，本港共有29人
享有常委待遇，數字可算「空前」。此間專家認為，這顯示中央政府
對香港的高度重視，這29人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專長，正好各自
發揮特長，為國家發展建箴言、獻良策。
而13名專委會副主任中，有霍震霆、高敬德及劉長樂同屬教科文衛

體委員會，相信他們三人在文體界的多年經驗，可為政協專委會帶來
更專業、更深入及更全面的意見。「新丁」副主任施子清與親家老副
主任計佑銘同為文史及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兩人平時便喜歡寫書法、
賦詩詞，文化底蘊深厚，亦屬實至名歸。
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林樹哲對獲委任表示深感榮幸，他稱，

自己作為工商界人士，一向關心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
課題。他指出，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點出了可持續發展
的重要性，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亦必須重視環境保護。

委員各盼積極發揮作用

第十一屆專委會外事委員會15日召開第一次會議，據了解，外事委
員會中共有三名香港委員，包括副主任盧文端、委員李大壯和楊瀾。
盧文端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委員會內人才濟濟，雲集中國駐外多名
大使及部委領導，令自己對獲委任為副主任感到誠惶誠恐。他指出，
中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作為國家外交的補充，亦與各國議會有密切交往
和聯繫，肩負向外宣傳國家，發揮導向輿論的軟實力，亦在經濟、貿
易、社會、民生等各領域發揮作用。
盧文端表示，自己來自香港工商界，與外國財團素有生意往來，故

希望透過向商界朋友宣傳國家，可以發揮民間的力量：「利用私人關
係去進行交流，推廣國家、奧運，希望我在這方面亦可以做到些工
作。而民營企業在走出去時遇到任何困難，亦可向我們申訴，我們會
進行調研，尋求解決方法。」
另據透露，陳麗華和施祥鵬同獲委任為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施

祥鵬接受本報採訪時稱，自己未來的主要工作將放在促進港澳台僑在
科技、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交流上，同時亦希望能夠為促進國家統
一大業出一分力；並期望增進港澳台僑同胞的友誼，加強團結各界。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
京15日電】剛以高票當
選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審
計署審計長李金華(見圖)
今天列席人大會議。對
於本報記者的「李主席」
稱呼，他笑言：「還是
叫我審計長好了。」
這位從事了23載審計

生涯的「鐵面審計長」
坦言，對於當選「稍微有點意外」，因為自己
只是按照法律規定履行了應有職責而已，但是
這說明中央對審計工作和民主監督的充分重
視，以及社會各界對審計署工作的認可，這些
更令他感到欣慰。
李金華說，現在尚未卸任審計署的職務，所以

應該被稱「審計長」；即使不久後正式告別審計
生涯，也還是喜歡這個稱謂。他表示，自己的卸
任以及大部制改革都不會影響嚴格審計的繼續進
行，因為現在審計已經形成了一種制度，一種監
督政府行為尤其是資金用途的制度，人事的變更
以及政府部門的多少都不會影響這種制度的運
作。「不久前召開的十七屆二中全會上，胡總書
記報告特別強調民主監督的重要性，可見審計工
作將迎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李金華：還是叫我審計長

許永躍高票當常委
低調受採訪

29港人享常委待遇 數量空前顯中央重視

出任專門委員會副主任的港人
■提案委員會 ：朱樹豪

■經濟委員會 ：李家傑

■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 ：林樹哲

■教科文衛體委員會：霍震霆、高敬德、劉長樂

■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譚耀宗

■港澳台僑委員會 ：胡應湘、施祥鵬、陳麗華

■外事委員會 ：盧文端

■文史資料委員會 ：計佑銘、施子清

高院七舉措 改變「執行難」

【本報兩會報道組北京15日電】前國家安全部部長許永躍15日高票
當選人大常委。當本報記者向他祝賀時，他如既往低調、平實，以微
笑點頭回應。被問到退休後是在河南老家還是北京居住，他說，會回
河南老家看看，但北京文化氣息很濃，很喜歡北京的氛圍。
許永躍是中共資深官員、兩岸會談密使許鳴真之子，曾長期擔任中

共元老陳雲的秘書，文化素養深厚，平素喜好讀書。有傳他退休後將
醞釀寫書。當向他求證時，許永躍未有正面回應，僅淡淡表示，閑下
來喜讀文史方面的書籍。
上午會議結束之際，眾多香港媒體記者圍聚在大會堂一樓大廳出口

緊盯湧出的代表「認人」，卻還是「走漏」了新晉常委許永躍。「功
夫不負有心人」，本報記者三人組反覆「掃描」，終於在大會堂台階前
「發現」這位低調、樸實的前部長。

記者趨前問好，許部長親和依舊。十年前香港媒體首度在人民大會
堂捕捉到他的真容，但直到五年前他當選部長時，本報記者才再有機
會「逮」住他，在大會堂大廳飲茶時感受到他的風趣與親和。但以後
這五年「兩會」，正應了「高人不露相」這句話，眾媒體煞費苦心找
尋，可再也沒機會領略這位國安首腦的風采。
記者請他在人大會議首日封上題名，許永躍欣然落款並合影留念。

■朱樹豪

■高敬德

■施祥鵬 ■陳麗華

■劉長樂

■李家傑

■盧文端

■譚耀宗

■林樹哲

■計佑銘

■政協第
十一屆全
國委員會
常務委員
會第一次
會議通過
9 個 專 門
委員會副
主 任 人
選。

新華社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左)、張軍在接受媒體
採訪。 本報北京傳真

■許永躍(右)
與本報記者合
影留念。
本報北京傳真

■胡應湘

■霍震霆

■施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