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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趨完善 律師感受深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王玨及新華社報

道，廣西防城港是中國南方的沿海城市，這
裡的紅樹林一度因為項目建設遭受破壞。一
家環保組織曾向該市環保局申請某建設項目
的環評報告遭拒，而將該市環保局告上法
庭。
負責這場官司的劉毅表示，為了這場官

司，他與公益律師認真研究了國家的憲法和
其他相關法律。劉毅說：「憲法賦予了人民
相當完整的權利，公眾在環境權中同時享有
知情權和參與權，但很多老百姓了解得還不
多。我只是在拿起憲法的武器維護公眾的權
利。我們不會退縮。」

嚴控行死刑 保護生命權
北京尚公律師事務所律師謝通祥表示，自

己是經常辦理死刑覆核和重大刑事案件的律
師。死刑覆核案件經常涉及到憲法規定的人
權保障問題，「近年來，我在辦案過程中感
受到司法機關深入推進公正司法，公正高效
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不斷完善，一批重
大冤假錯案被得到糾正，公平正義正在以看
得見、摸得着的方式，走近群眾，特別是在
涉及死刑判決的案件方面，貫徹『堅持少
殺、慎殺，防止錯殺』原則，嚴格控制死
刑，實現了對生命權的保護。」謝通祥說，

他本人和同事辦理的多個死刑覆核案件，有
的依法暫停執行程序，有的依法改判。人權
的保護正在通過司法機關一個個具體案件得
以落實和實現，依憲治國已經深入到具體案
件和老百姓的生活中。他希望能相應地修改
憲法，繼續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全
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
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莫紀宏認為，弘揚憲法精神的關鍵是要樹立

憲法的根本法權威，強調法制的統一性和憲法
的最高權威，一切法律法規不得與憲法相抵
觸，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於憲法的特
權，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依法首依憲 理政現代化
加強憲法監督「合憲性審查」首次寫入黨代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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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王

玨及新華社報道，近日，中共

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黨外人

士座談會時指出，中共十八大

以來，中共中央多次強調，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

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中共十八大提出，法

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明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這是中共中央站在新時代、新征程的起點上作出的重大戰略抉

擇，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

普法見成效 精神入人心

內地法院5年糾正39件重大冤錯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日前舉行的第二十一次全國法院工
作會議公佈，五年來，全國法院已
依法糾正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
等重大冤錯案件39件78人。
會議提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

期，人民法院要嚴格落實罪刑法
定、疑罪從無、證據裁判、非法
證據排除等法律原則和制度，真
正做到有罪則判、無罪放人。要
加強人權司法保障，認真總結糾
正重大冤錯案件工作經驗，進一
步健全冤假錯案有效防範、及時
糾正機制，嚴把案件事實關、證
據關、程序關、法律適用關，既
依法懲治犯罪，又確保無罪的人
不受刑事追究。
同時，人民法院要妥善審理各
類國家賠償案件，特別是重大刑
事冤錯案件及錯誤執行、違法保

全等案件，實現既救濟私權又規
範公權的立法目的。要進一步健
全國家賠償法律制度和工作機
制，推動健全更加完善的國家賠
償救助法律規範體系。要全面推
進司法救助規範化、法治化建
設，嚴格把握司法救助的性質、
標準和功能，更加彰顯社會主義
司法制度的文明和溫度。
此外，人民法院將全面落實司

法責任制，健全新型審判權運行
機制。加快完善員額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與新型審判權運行相適
應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切實解
決司法責任制改革後院庭長不敢
管、不會管的實際問題。完善司
法責任追究機制，健全法官懲戒
制度，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
權受監督、失職要問責、違法要
追究。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
安邦的總章程，是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核心，具有
最高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規都
不得與憲法相抵觸。2013年，中
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全
面深化改革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
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十九大報告
提出，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
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
威。首次將「合憲性審查」寫入
黨代會報告，對完善憲法監督制
度具有標誌性意義。

官應訴納考評 體現主體平等
不久前，因不履行辦理國有土
地使用證法定職責，海南一家公
司將廣西北海市人民政府告上法
庭。海南某公司認為，北海市政
府應為其辦理150畝土地的使用
證，以便其開發建設而不是簡單
退款，遂向北海市中院提起行政
訴訟。北海市市長李延強作為行
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原被告
雙方按程序進行了舉證、質證和
辯論。李延強表示，對於法院的
生效判決，北海市政府將主動履
行，也將督促有關部門積極執行
到位。
自2015年《廣西壯族自治區行

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工作規
則》出台以來，廣西在全國率先
將區、市、縣三級行政機關負責
人出庭應訴納入考評指標，有力
地推動了該項制度的落實。據不
完全統計，截至2017年10月底，

全區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為
1,153件，出庭比率約為30%。如
今，廣西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
訴制度得到有效落實，讓「民告
官」的案件真正體現官民之間法
律上的平等。

建立科學審查 實現憲法功能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焦洪

昌指出，依憲治國，是全面依法
治國的前提，是實現國家治理體
系和能力現代化的根本保障。
「依法執政，既要求黨依據憲法
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
內法規管黨治黨。」焦洪昌指
出，執政黨必須要通過憲法的手
段來達到治國理政的目的。
中國憲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

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莫紀宏認為，依法治國是基本的
治國方略，而依憲治國又是治國
的根本法律基礎，是全面提升國
家治理能力的法治保障。他認
為，未來依憲治國的關鍵性工作
是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
憲性審查工作，對於法律法規的
合憲性要建立科學和有效的審查
制度，對於經過審查發現的違憲
問題要及時予以糾正，對於國家
機關違憲的行為也要予以查處並
給予糾正。
「要把憲法作為判斷人們行為

對錯的標準。要讓憲法具有裁判
人們行為的規則功能，讓憲法在
實際生活中被用起來、動起來、
活起來。」莫紀宏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玨 北京報道）中國憲法研
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

學法學院教授胡錦光對香港文匯報指出，現行
憲法實施30餘年來，憲法精神在中國社會的生
命力越來越強，中國在堅持「依憲治國」方面
不斷前進。
首先，在認識上的進步。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
心的中共中央治國理政的基本邏輯是：經過長期
的努力，中國已經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社會
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變化，要解決社會主要矛
盾，必須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
代化；而要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依法治
國；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首先是
依憲執政；要保證依憲治國，必須全面實施憲
法；要確保全面實施憲法，必須推進合憲性審查
工作。
第二，普法重點是普及憲法知識，增強憲法觀
念。目前，中國已經進入到「七五」普法階段，
而在每次普法過程中，均以憲法為中心。特別是
2014年開始，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正式程序，
將現行憲法通過的12月4日，確定為國家憲法

日。憲法觀念、憲法意識越來越深入人心。
第三，建立領導幹部憲法宣誓制度。十八屆四
中全會決定提出，要建立領導幹部憲法宣誓制
度，全國人大常委會專門通過了關於憲法宣誓制
度的決定，對於憲法宣誓的誓詞、憲法宣誓的範
圍、憲法宣誓的程序作出了具體規定。
第四，完善憲法解釋程序機制。憲法規定由全
國人大常委會解釋憲法，但缺乏憲法解釋程序機
制的規定，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要求，完善憲法
解釋程序機制。
第五，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

工作，維護憲法權威。要保證憲法的全面有效實
施，維護憲法的權威和尊嚴，必須推進合憲性審
查工作。

實施賦予生命 指引法治道路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旭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憲法的生命在於
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依憲治國關鍵
在於有力推動憲法實施，確保憲法始終成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指引，成為全面深
化改革的基本制度框架和依據，成為執政黨、國

家和社會的普遍共識。
王旭指出，中央高度重視依憲治國、依法治

國。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新的歷史高度作出「堅持
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
先要堅持依憲執政」的重大政治判斷，這不僅是
對憲法至高無上的法律地位的概括，同時也對憲
法的實施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十九大報告提出，
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
護憲法權威；今年舉行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又指
出，我們黨高度重視憲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明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
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把實施
憲法擺在全面依法治國的突出位置，採取一系列
有力措施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工作，為保證憲法
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和制度保障。
王旭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憲法的

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強調
堅持依憲治國就是要從制度和觀念上解決問題，
打造國家機關及其人員的憲法思維，真正樹立憲
法的權威，保障憲法全面正確實施，最終實現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
治國家這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

■專家認為，依憲治國是治國的根本法律基礎，是全面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法治保障。圖為去年12月4日，石家莊一間小學舉辦模擬法庭並由檢察官
為學生們講解庭審程序。 資料圖片

■學者指出，憲法精神在中國社會的生命力越來越強。圖為前年12月1
日，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及基層法院、律師參加了百名「法律人」
誦讀憲法活動。 資料圖片

■專家認為，依憲治國關鍵在於有力推動憲法實施。圖為2014年12月1
日，四川省監獄管理局青年民警舉行宣誓和簽名活動，迎接首個「國家憲
法日」。 資料圖片

■學者指出，執政黨必須通過憲法的手段來達到治國理政的目的。圖為
2014年12月3日濟南名士小學的學生到濟南「憲法主題公園」學憲
法。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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