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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將立法 促子女「常回家看看」
支持：以法律推動孝道 反對：過度介入道德範圍

高法：個人非法集資超20萬將負刑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

（簡稱：《老年法》）修訂工作已基本完成，民政部將於近期上報國務

院法制辦。內地媒體引述民政部副巡視員吳明表示，此次修訂有三大

亮點：子女「常回家看看」寫入修正草案；明確增加對養老提出「精

神慰藉」、社區護理、保障房優先安排等內容，並將「社會照料」獨立

成章。這部法律的出台，意味㠥有㠥5,000年歷史的中國

「養兒防老」傳統觀念有望改變。

重慶黑老鴇 二審維判死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毅 重慶報道）記者5日從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獲悉，該院對王紫綺等涉黑案
二審宣判，依法駁回王紫綺等人的上訴，維持一審
法院的判決。
2010年8月，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一審

公開宣判，以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迫賣
淫罪、組織賣淫罪、非法拘禁罪、行賄罪5項罪名，
對王紫綺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
收個人全部財產；對該組織骨幹成員陶銘古判處死
刑。其餘24名組織成員中，1人被判處死刑、緩期二
年執行，2人被判處無期徒刑，21人被分別判處有期
徒刑。涉案的4名公安民警分別因受賄、包庇、縱容
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罪被判處三年零六個月至十五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一審宣判後，王紫綺、陶銘古等20人
不服提出上訴。重慶高院經二審審理確認，原判決認
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合法。
據此，重慶高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近日，甘肅15名工匠歷時3年精心打造出的巨
型洮硯「中華龍硯」在蘭州面世。「龍硯」重達30餘噸，長7
米，寬3米，高1.2米，整體呈橢圓狀、青灰色，浮雕㠥56條姿態
各異的中華龍。硯台的中心為中國版圖。 中新社

中華龍硯

「常回家看看」天經地義

 

內地擬對子女「常回家看看」立法，

這確實是個令人五味雜陳的消息。一方

面，彰顯出內地立法的人性化，以及法

律規定的日益細化。另一方面則令人汗

顏和悲哀：「常回家看看」本應是兒女

對父母最基本的孝道，如今卻需上升至

法律高度來要求和約束，這不難看出，

內地社會不乏常年不回家的子女，以及一

直在期盼與兒女團圓的父母。

中國現有老年人約1.67億，其中很多是苦苦等待兒

女常回家看看的「空巢老人」。隨㠥社會老齡化的日

益加劇，獨生子女家庭老人的養老問題更加嚴峻。中

國數千年來傳統的「家庭養老」，正開始向「社會養

老」轉變，此時通過法律規定進一步健全社會養老體

系，雖有必要，但顯然遠遠不夠。

羔羊尚知跪乳，烏鴉亦會反哺。人類又豈能不如禽

畜！正如在內地經久流行不衰的《常回家看看》一曲

唱道：「老人不圖兒女為家做多大貢獻，一輩子不容

易就圖個團團圓圓」。 新《老年法》有可能明確規定

子女要「常回家看看」，不僅是讓老人們享有一份法

律權利，給子女們一份法律義務，更是以法律推動親

情孝敬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可說是法治精神

的昇華。

物質保障固然是養老之必需，但也不能讓「常回家

看看」等親情交流成為老人的奢侈品。解決養老問題

不但需要制度建設和法律高度，素有「百善孝為先」

的中華子孫，更應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在精神層面

首先實踐「孝」與「敬」，給父母和老人們更多的關

愛和溫暖。 ■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 （實習記者 梁文雅 北京報道）1
月4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關於審理非法
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具
體規定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非法
擅自募集基金行為、非法集資活動中虛假廣告行為
性質的認定標準。
《解釋》明確了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

存款，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
相吸收公眾存款，數額在100萬元以上的，將追究
刑責。個人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對象30
人以上的，單位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對
象150人以上的，將追究刑責。此認定標準相比以
前將更為嚴格，打擊力度將更加嚴厲。

《解釋》首次認定，未經國家有關主管部門批
准，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行、以轉讓股權等方式變
相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或者向特定對象
發行、變相發行股票或者公司、企業債券累計超過
200人的，構成犯罪的，以擅自發行股票、公司、
企業債券罪定罪處罰。
此外，《解釋》中新增條款認定，未向社會公開

宣傳，在親友或者單位內部針對特定對象吸收資金
的，不屬於非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而非
法吸收或者變相吸收公眾存款，主要用於正常的生
產經營活動，能夠及時清退所吸收資金，可以免予
刑事處罰，情節顯著輕微的，不作為犯罪處理。這
也體現了刑事司法寬嚴相濟的原則。

中國在上世紀末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
並呈現出人口老齡化加速發展的態勢。目
前，內地現有老年人約1.67億佔總人口數
的14%。其中，80歲以上就有將近100萬，
失能老人算在一起就有2,000多萬，100歲
以上的達到4萬多。養老問題日益凸顯。

子女少探望 老人可興訟
目前中國一半老年人過㠥無人照料的

「空巢生活」，相關權益得不到應有保障。
新修訂的老年法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
中規定，「家庭成員不得在精神上忽視、
孤立老年人」，特別強調「與老年人分開居
住的贍養人，要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人」。
吳明表示，以後子女不「經常」回家看

望老人，老人即可訴諸法律。雖然法律沒

有對「經常」作出明確時間概念，但新法
出台後，法院即可對老人提出的訴訟立案
審理。至於此類案件的判決結果往往是由
多方面決定，既有司法上的判決，也有行
政上的督促，還有調解組織的調解等。

「社會養老」制度現雛形
據介紹，新老年法的出台將推動「家庭

養老」向「社會養老」過渡。吳明表示，
修訂草案中單獨成立「社會照料」一章，
主要是針對高齡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老
人，以及不能和子女居住在一起的老人。
法律在社會保障方面還將包括社會保險、
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公益這四方面
內容。
吳明介紹，國家將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

人社會福利制度。修正草案中規定：「
國家鼓勵有條件的地方為80歲以上的老年
人發放高齡津貼，提供免費體檢等保健服
務，提倡各地根據本地實際，降低享受保
健補貼和免費保健服務的年齡。」
有關立法引起中國社會激烈討論。支持

者稱，是次立法則可為此提供客觀的法律

依據，更達到「以法律推動親情孝敬」的
目的。也有認為新法缺乏可行性，如難以
界定「經常」，認為強求而來的親情終非
父母所想，「子女懾於法律威力，即便回
家看了，但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又有何
意義？」更有指新法過度介入道德範圍，
只會適得其反，最終削弱了法律的效力。

■目前中國一半老年人過㠥無人照料的「空巢生活」。圖為一位老人在武漢街頭冒雪
行走。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