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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設「巡迴法庭」推動司法「去地方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十八
屆四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中央軍委紀檢委關於楊金山
嚴重違紀問題審查報告，確認先前作出的開除黨籍
處分。楊金山原為成都軍區副司令員、西藏軍區司
令員，中將軍銜，十八屆中央委員，曾在第十四軍
服役30餘年。此前有傳聞稱，楊金山或涉徐才厚案
而落馬，這一說法目前未得到官方證實。
現年60歲的楊金山是河南人，1969年11月起，

以普通戰士身份進入位於雲南昆明的中國人民解放
軍第十四軍服役，此後26年，長期在十四軍服役。1995年－2001年任成
都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部長。2001年返回十四軍任參謀長。2005年起歷任
成都軍區副參謀長；成都軍區裝備部部長、黨委常委；西藏軍區司令
員；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西藏軍區司令員。2011年7月晉陞中將軍
銜。2013年7月起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昨日公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紀
律檢查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將於25日在北京召開。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十八大以來，十八屆中央紀委已經先後召開三次全會。
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屆中央紀委一次全會召開。全會選舉了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書記、副書記和常務委員會委員，報中央委員會批准。王岐山主持會
議。
2013年1月21日至22日，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
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全會研究部署了2013年黨
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審議通過了王岐山代表中央紀委常委會所作的《深
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努力開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新局面》的
工作報告。
2014年1月13日至15日，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召開。習近平出席會議並

發表重要講話。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黨和國
家領導人出席會議。會議回顧總結2013年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研究部
署2014年任務，審議通過了王岐山代表中央紀委常委會所作的《聚焦中心任務
創新體制機制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工作報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提高黨員幹部法
治思維和依法辦事能力，把法治建設成效
作為衡量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工作實
績重要內容、納入政績考核指標體系，把
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辦事作為考察幹部
重要內容。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
謝春濤對本報表示，政績考核導向對官員
的施政行為有直接影響，中央第一次把法
治建設成效納入官員政績考核，對推進執
政黨依法治國、各級政府依法執政、司法
機關公正執法乃至樹立全民守法意識，起到重要
的引領示範作用。
四中全會發表公報指出，各級人大、政府、政

協、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黨組織要領導和監督
本單位模範遵守憲法法律，堅決查處執法犯法、
違法用權等行為。謝春濤說，依法治國，首先是
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要帶頭遵守憲法法律，所
謂「治國先治吏」，黨員幹部是否守法、是否依
法辦事，是落實依法治國最至關重要的環節。他
同時指出，有什麼樣的政績考核導向，往往就有
什麼樣的施政行為，中央首次在政績考核「指揮
棒」上加入法治建設成效的內容，將有力促進各
級官員樹立法治思維、加強依法辦事能力，從而
對推進執政黨依法治國、各級政府依法執政、司
法機關公正執法乃至樹立全民守法意識，起到引
領示範作用。

摒棄人治傳統 弘揚法治觀念
此外，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

擁護和真誠信仰。人民權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
權威要靠人民維護。必須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
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增強全社會厲行法
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
的社會氛圍，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
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推動全
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
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
容。 對此，謝春濤認為，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
識，提高法律素質，首先要在全社會摒棄人治傳
統，弘揚法治觀念。無論是官員還是普通百姓，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法律的底線，嚴格按法律來辦
事。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昨日在北京閉幕。當晚發佈的5,200餘字的會
議公報中，經初步梳理，「法治」出現次數達58次，「依法治國」
次數達23次，「黨的領導」出現13次。有關「法治」的搭配還有法
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全民法治觀念、社會主義法治文
化、基層治理法治化等。 ■中新社

中紀委四次全會明召開
成都軍區原副司令員楊金山違紀落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十八屆四中全會提

出了法治中國建設的目標和路線圖，公報諸多新表

述，凸顯執政黨法治新思維。「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

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意在約束黨政官員「拍腦袋、定決

策」行為。「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

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以防止權力干預司法，

確保司法獨立公正。而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旨

在推動司法「去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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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建重大決策終身責任制四中建重大決策終身責任制

「法治」出現58次
關鍵詞

■■十八屆四中全會昨日在北京閉幕十八屆四中全會昨日在北京閉幕，，
提出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建立重大决策終身責任追究制
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圖為甘肅蘭州圖為甘肅蘭州
一書店內的法律法規書架一書店內的法律法規書架。。 中新社中新社

■■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六項重大
任務。圖為山西太原書城內的法律讀物區。

中新社

■■四中全會昨日閉幕四中全會昨日閉幕。。
圖為山西太原街頭的公圖為山西太原街頭的公
益海報益海報。。 中新社中新社

■■楊金山楊金山。。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四中全會公報中四中全會公報中「「法治法治」」一詞一詞
頻繁出現頻繁出現。。圖為民眾經過街頭的圖為民眾經過街頭的
法治公益宣傳海報法治公益宣傳海報。。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出，要完
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健全憲法解釋程序機制。國家行政
學院法學教研部副主任楊小軍對本報表示，四中全會首次提出的健全憲法
解釋程序，可以對憲法實施進行監督，但對憲法的監督不能僅靠解釋，今
後還要進一步明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如何落實監督。
楊小軍對本報表示，憲法解釋程序機制是實施憲法監督的一項重要內

容，通過對憲法解釋來行使監督權，這一點在國際上亦有慣例。憲法都是
比較原則和宏觀的法律條例，落實到具體的實施中，需要結合現實有一個
解釋的具體環節。
不過，他強調，憲法解釋可以對憲法實施進行監督，但對監督憲法實施
不能僅僅靠解釋，還需要有一定的違憲監督機制。此次四中公報提出「完
善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憲法監督制度」是進一步強調全國人大對憲法監督
的法定職責。在他看來，四中公報只是重申了要實施憲法監督，今後還要
進一步明確如何落實監督。
武漢大學法學教授秦前紅在接受新浪採訪時指出，憲法第

6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行使解釋憲法、監
督憲法的權利，但以前都未激活。從此次公報的內容來看，
將從機制上具體制定可操作的制度，來解決憲法監督、解釋
方面的問題。

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主任張恒山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公報明確了依
法治國六大任務，在「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一項中

首次明確了「法治政府」的定義：「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
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而健全依法決策機制相關程序的提
法是一大亮點。

重大決策須經五大程序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教研部副主任楊小軍對本報表示，「依法決策機
制」此前曾被中央多次提及，但四中全會注入了新的重要內容，分別從
法定程序、追責制度、追責方法三方面對各級黨政領導幹部的「決策」
權進行了規範。首先將「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
查、集體討論」五大程序明確為法定程序，這就意味着以後黨政官員在
作出重大決策時必須要經過上述五大程序，「法定」要求缺一不可。他
認為，「這五道法定程序能過濾掉很多『拍腦袋』和失誤的決策。」楊
小軍特別強調，「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是從來沒有過的新提
法，之前提過要對決策進行追究，而「終身責任追究」無疑是新的強
化，這樣的規定可以督促官員嚴格按照程序和規定來進行決策，要防止
「引火燒身」，具有很強的威懾力。最後的「倒查」屬於追究機制和方
法，這就意味着「一旦出了決策失誤就要從後往前倒查，哪些部門哪些
領導與此決策有關，都要被追究責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指
出，「終身責任制」的建立有難度，可能會有來自領導幹部的阻力，因
此，應盡快將黨的文件要求轉換成法律，把終身責任制和倒查制明確為
法律的義務和制度。

官員干預司法將被追責
在「保證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方面，全會提出「完善確保依

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
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
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楊小軍說，「禁止領導幹部干預司法」已經提
出多年，但是一直缺少行之有效的方法，四中全會公報則提出了行之有
效的方法。「這就意味着今後無論是誰，只要干預插手具體案件，無論
是公是私，都要被記錄，我個人認為，被干預者應該就是記錄者，被記
錄下來就要形成一份檔案，很有可能就是一份罪證，此制度首先要威懾
一大批試圖干預案件的人，此後還要被通報，被責任追究，可以說此制
度針對性很強，操作性很強，威懾力也很強，能夠有效確保司法獨立，
極大減少非法干預。」
四中公報還提出，要在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楊小軍指
出，設立「巡迴法庭」意在推動司法「去地方化」，巡迴法庭與行政區
域適當分開，不歸地方管理，與管轄區政府錯位，可以確保地方政府對
司法的干預性大大減少，也是一項保證司法獨立的有效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