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人大
代表要不要財產公示？國外議員亦需公開財
產，中國是否會倣傚？針對記者的提問，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未有
正面回答，僅表示中國的人大代表不能簡單地
等同於國外的議員，「因為我們很多的代表是

基層代表」。
中國是否會廢除勞教制度，備受關注。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郎勝對此回
應稱，勞教制度執行了幾十年，要進行改革也
還有一些工作要做，包括現有的一些體制機制
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安排，現有的法律及有關
規定需要進行清理和修改。他表示，「我想用
不了太長的時間，這項工作一定會有成效展示
給大家」。

被問及如何從法律層面推動環保工作時，信
春鷹承認，雖然中國取得了非常輝煌的經濟成
就，但在環境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稱「這個
代價必須要停止，我們必須要對這個現狀說

『不』！」 她指，環保法正在修改的過程中，人
大已收到了很多意見，對這些意見我們都認真
地進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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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春蘭治津 不折騰不懈怠
主政三個月 讚揚班子好

近 年來，天津不斷推進濱海新區的開發開
放，連續六年開展20項「民心工程」和

「上水平」活動。同時，發展科技型中小企業、
小巨人及樓宇經濟。孫春蘭說，現在看來這些
思路都對，既然效果好，我們就接 幹。當
然，隨 形勢的發展，我們還要與時俱進，不
斷賦予新的內容。

下基層勤調研 肯定現有發展

2012年11月中下旬，新任市委書記孫春蘭第一
次在天津亮相，開啟了主政天津的新篇章。在過
去的三個多月的時間裡，孫春蘭調研了天津的16

個區縣，到企業，到農村，到社區，到學校「去
認門」。

同時，走訪城市困難群體、農民，包括拜訪專
家和院士。「這個過程，我是了解情況的過程，
也是向大家請教的過程。」

她指出，由於毗鄰首都，天津區位的特點是其
他城市不能比擬的。同時，濱海新區「中央給我
們四個字『先行先試』，給天津提供了無限創造
的空間。」

「接續奮鬥」，「穩中求進」，「像釘釘子一樣
扎扎實實」。從孫春蘭答問的關鍵詞中，也傳遞
出她今後的施政思路。

基於上述，孫春蘭說，「天津今後怎麼發展，
我覺得也比較清楚。」她表示，為實現中國夢，
要做天津人應該做的事，發揮天津人應該發揮的
作用。

黃興國五舉措 加強津港合作

在同一場合，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長黃興
國表達了「希望與香港各界加強合作交流，謀求
更大發展，實現互利共贏」的意願。「香港天津
是祖國南北兩端的港口城市，都有自己的優勢，
經濟互補性很強，合作空間巨大。」黃興國說，
津港兩地有較好的合作基礎，雙邊外貿額增長很
快，人文基礎非常好，未來會加強港口航運合
作、金融合作、服務業合作、人才合作，並利用
香港平台打通向世界籌集資金的渠道，面向國際
招商引資。

2012年天津吸引新批外商投資企業632家，合同
外資額185.85億美元。其中，港資佔61%。香港
已成為天津最主要的外資來源地。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葉臻瑜）在昨天的台灣全國人大
代表團開放日上，台灣籍代表孔令智表示，兩岸在「一個中國」
的原則下可以開展各個領域交流合作，在這個過程中，馬英九
不應把推進政治對話的責任，推給連戰或吳伯雄，而是自己應
該更積極地推動兩岸政治對話。

他說，除了促進民間政治對話先行，兩岸仍應不斷深化各方
面交流，包括文化、經濟，在這個基礎上，深化ECFA後期發展
規劃，使其能落實到實處。

此前，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於兩會前訪京期間，就兩岸
政治性接觸議題表示，這方面（政治接觸）「我們必須予以適當
的重視」，他提出可以「民間先行，智庫為先」，由民間專家、
相關團體就所謂「較困難議題」加以探討。

推進政治對話 籲馬身先士卒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李欣）「這三個多月非常愉快。這主要是我們的班子非常

好，我們的同事非常熱情，非常真誠地歡迎我、支持我。」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天津市委書記孫春蘭在昨天的天津代表團開放日上，面對中外媒體的關切所做出的回

應。談到天津的發展，孫春蘭說，實踐證明，這樣的發展路子是對的，那我們就堅持下

去，不折騰不懈怠。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天津代表團昨日上午舉行全體會議，討論吳邦國所作的全國人大常

委會工作報告。剛剛履新天津市委書記的孫春蘭暢談到天津的感受。

■會議進行中，孫春蘭與黃興國交談，面露笑

容。

■提前半小時到會場的黃興國市長正在認真的

查閱資料。

據新華社9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9日來到西藏代表團參加審議。

會前，洛桑旦巴代表獻上潔白的哈達，並捧上
一封特殊信函—藏傳佛教108位高僧用藏文書寫
的長達3米的感謝信。他說：「西藏的高僧大德
們感謝黨的宗教政策，手寫了這封信，托我帶來
了。」

總書記向他們表示感謝，並請他們轉達黨中
央對西藏各族人民的誠摯問候和祝福。陳全
國、向巴平措、洛桑江村、洛桑旦巴、旺堆、
扎西央金、白瑪曲珍等7位代表圍繞推進西藏跨
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提高各族群眾幸福指

數、加強和創新寺廟管理、加快人口較少民族
發展等問題先後發言。習近平邊聽邊記，不時
插話，並作了重要講話。他表示，完全贊成吳
邦國同志所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習
近平強調，中央歷來高度重視西藏發展穩定，
高度關心西藏各族群眾生產生活，希望西藏各
族幹部群眾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於西藏工作的
一系列方針政策，堅定不移走有中國特色、西
藏特點的發展路子，積極構建維護穩定的長效
機制，加快推進西藏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
確保到2020年同全國一道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宏偉目標。

■習近平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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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葉臻瑜）原訂於2012
年就要完成的兩岸服務貿易談判，自2011年3月開
始以來，歷經2年10餘輪磋商，至今未果，外界皆
恐今年再度「跳票」。對此，台籍全國人大代表張
雄9日透露，協議將提前上路，更稱「不必等年
底」。

張雄是在全國人大台灣省代表團開放日接受記
者採訪時作出上述表述的。據了解，按照ECFA規
劃，兩岸後續還要完成的經貿協議，除去已經完
成的投保協議外，還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
及爭端解決等3個協議。

上月27日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曾於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兩岸民眾及業界關心的服務貿易協議商
談已進入收尾階段，但並未透露協議簽署時間。
此外，國台辦常務副主任鄭立中4日也在京透露，
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已基本談成，一切都在走程
序。

據悉，依據大陸「十二五」規劃，加速服務業
發展乃是重中之重，也成為外資登陸的熱點。一
旦協議簽署，台商將爭取到其它外資不能經營的
新行業拓展空間，或是允許以獨資方式經營更多
服務業，將使台灣的業者進一步取得先機，其價
值可能遠高於貨品關稅的調降。

代表倡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

香港文匯報訊 昨日，台籍代表楊曉紅還在會上提出，1994年
頒布的《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近20年對台胞在大陸投資曾經
起了很大作用，但如今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轉折，當中的部分條款
已經不再適應發展需要，亟待修法。

張雄代表也指出，《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主要保障對象是台
商，而隨 兩岸交流和民間往來的增多，除了台商之外，台幹、
台生甚至是台商配偶等合法權益未有立法保障。因此，他建議可
擴大保障對象範圍，並將此法更名為《台灣同胞權益保護法》。

對此，張曉東代表也提案修法，並直言眼下許多台資企業尤其
是台資中小企業面臨融資難題。「儘管政府擔保機構出面有一定
幫助，但最終需靠兩岸金融領域合作，推動兩岸司法互助，以及
兩岸互設辦事機構等措施，才能根本性解決。」

台籍代表倡修《台胞投保法》

人代財產公示？ 法工委不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海巖、涂若奔）今
年兩會期間，8日，來自山東的人大代表趙冬苓
的一紙議案召集令引起廣泛關注，議案中建議全
國人大2013年底前收回稅收立法權、稅收法律解
釋權，而這一權力已經被全國人大放棄達30年之
久。

全國人大代表、著名編劇趙冬苓發起《關於終
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條例的議
案》，並已獲得30個以上人大代表的聯名，將作

為議案提交全國人大。「中國18個稅種只有3個
是由全國人大立法徵收的，其餘15種稅都是由國
務院通過暫行條例及試點推出的。很多稅依據的
暫行條例在推出前沒經過聽證，一個通知發出去
就開徵了。」趙冬苓在議案中提出，全國人大的
授權到現在已近30年，去年國家稅收已突破10萬
億，當前形勢下，應該把收稅權收回到全國人
大。」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

昨日對此回應稱，適當時會考慮取消授權，回應
民眾關切，但沒有路線圖，也沒有時間表。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昨日也
表示，立法權在人大這一事實從來沒有改變
過，只是授權給國務院，並且這一授權在改革
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進程中發揮過重大貢獻。
至於人大是否應該將這一權利收回，朱光耀表
示，人大是全國的最高立法機構，「這由全國
人大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葉臻瑜）不

久前的「習連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提出的兩岸同胞共圓「中國夢」，為兩岸政

治話題開啟了「想像空間」。昨日的人大台

灣團開放日上，祖籍台南的台盟中央副主

席、全國人大代表汪毅夫(見圖)，也借作為

清末台灣最後一位進士的其曾祖父汪春源

參與「公車上書」的秘辛，向在場的記者們細述了「汪」家四

代人的「中國夢」。

他回憶到，祖父汪春源當年進京趕考時，聽到清廷欲簽訂喪權

辱國的《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島，感到「異常痛苦，異常悲憤」。

1895年，以汪春源為首的台灣舉子上書清政府，反對割讓寶島，

被稱為台灣的「公車上書」，至今該文件仍留存於故宮博物院。

撫今追昔，汪毅夫語帶哽咽，「我在會議期間剛過了63歲生

日，我人生的最後一個工作，就是希望和島內的台灣同胞一

起，共圓『中國夢』。」

汪毅夫望圓兩岸「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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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

有關負責人

就「人大工

作」相關問

題回答中外

記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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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囑西藏跨越發展長治久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