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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
修正案草案，成立國家監察委員會。
人民最痛恨腐敗，腐敗也是國家的最
大威脅。長期以來，反腐主要採用黨
紀、政紀等手段，法治反腐的觀念比
較薄弱，監察範圍亦過窄，導致監督
空白。要建立完善的反腐機制，實現

法治化、制度化反腐，要從監察制度改革入手。監察委
此一專司監察權的國家機構出台，提高了國家反腐的
法治化水平，實在令人鼓舞！今後，要以建立和完善
監察委體系為契機，在完善監察委地方系統、完善反
腐敗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等配套法規方面，繼續打好
反腐法制化的基礎，標本兼治反腐敗。
十八大以來，反腐成績單令人印象強烈，腐敗蔓延
勢頭得到有效遏制。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腐敗還將
長期存在，反腐要從治標向治本過渡，關鍵是要建立
一整套相關的法律制度，實現反腐法制化。
在反腐制度建設方面，中央過去五年進行了多方面
嘗試，包括建立各級巡視巡察制度、巡視回頭看等
等。但因為長期以來，反腐主要採用的是黨紀、政紀
等手段，法治反腐的觀念仍比較薄弱。而且，中紀
委、行政監察法的監察範圍過窄，導致在黨員幹部和
公務員以外，出現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地帶存在一
個廣闊的監督空白。
國家監察委員會就是中國特色的反腐敗工作機構，
有利建立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系，是邁
向反腐法制化的重要一步。屆時，監察委同中共中央
紀委合署辦公，履行紀檢、監察兩項職責，原行政監

察將提升為國家監察，一個專司監察權的國家機構將
誕生，並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負責。監察委獲憲法和監察法授予了相關權
力，可以採取談話、訊問、查封、扣押、搜查、留置
等監察措施，其中，以「留置」取代實行了20多年的
「雙規」，明確了留置的審批程序、實施條件、期限
等，提高了反腐的法治化水平。

提高反腐法治化水平
今後，要以建立和完善監察委體系為契機，打好反

腐法制化的基礎。這些工作包括：
第一，完善監察委地方系統。據憲法條文，「地方

各級監察委員會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和上一級監
察委員會負責。」目前市委、縣委、區委等書記都兼
任人大常委會主任，地方監察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及
委員的官帽子都是他們管，書記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
可以通過人大常委會影響地方監察委員們的委任及調
查工作，變相制約了地方監察委監察工作的獨立性。
現在，省一級的書記也不兼任人大常委會主任。所
以，監察機構改革要注意取消這些書記兼任人大常委
會主任的規定，確保地方監察委如實履行全面監督的
作用。
第二，監察法是反腐敗國家立法，其後還要完善反

腐敗行政法規、地方法規等配套法規，從制度上「把
權力關在籠子裡」，建立完備的監督權力的制度體
系，堵住或減少借公權力貪腐的可能性，包括重大事
項的決策過程，要詳細規定如何做到公開透明等，杜
絕「黑箱決策」。

習主席以人民為中心 掌舵中華巨輪駛向希望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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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
上，國家主席習近平闡述了再次當選
後的施政綱領，發出了新時代新征程
的動員令。在講話中，習主席80多次
提及「人民」，以大篇幅論述「人民
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
雄」，並強調，「必須始終堅持人民

立場」，「以人民為中心」。

治國理政思想的核心理念
以人民為中心是習主席治國理政思想的核心理念。十
八大以來，習主席多次強調「責任」和「人民」，他深
刻指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
標。五年前當選國家主席時，習近平即明確指出，中國
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習
主席的十九大報告，203次提到「人民」。習近平再次
當選國家主席進一步明確指出，必須始終堅持人民立
場，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
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
的根本標準，着力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
益問題」。習主席充滿信心指出，我們要乘着新時代的
浩蕩東風，加滿油，把穩舵，鼓足勁，讓承載着13億多

中國人民偉大夢想的中華巨輪繼續劈波斬浪、揚帆遠
航，勝利駛向充滿希望的明天。
據統計，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確定
357個重點改革任務，出台1500多項改革舉措，6000
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鐵腕懲治腐敗，黨廉政清，
政清國興，駕馭經濟發展大局、創設經濟騰飛新篇，
中華民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
躍。

「一國兩制」掌舵者和領路人
大國的揚帆遠航，離不開掌舵者；民族的復興征程，
呼喚領路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也離不開掌舵者
和領路人。港澳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是習主席新時代
治國理政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習主席的講話談及港澳
發展，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依
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增
強港澳同胞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習近平思想的重要組成部

分。習主席在提出「中國夢」、「兩個一百年」的奮鬥
目標，「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一帶一路」、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等創新性重大理念、重大舉措中，把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與推動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深入發展，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增進港澳與國
家融合發展，增進廣大港人福祉，充分結合起來，豐富
完善了國家治理觀。習主席親自籌劃大灣區建設，習主
席為香港發展創造機遇，飽含對香港的殷切期待。

不容分離主義勢力搞亂香港
習主席不止一次莊嚴宣示：「我們絕不允許任何人、
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
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習主席在會見香港
工商專業界訪京團時強調，在事關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重大問題上，必須講原
則、顧大局，堅決反對違反基本法和損害香港法治的言
行；習主席去年視察香港期間對林鄭特首及管治團隊指
示：「無論是加強對青少年國家歷史文化教育，還是依
法打擊和遏制『港獨』活動、維護香港社會大局穩定，
都需要大家迎難而上，積極作為。」
香港有極少數人排斥「一國」、抗拒中央，甚至公然
打出「港獨」，以「本土」之名行「分離」之實，這是
對「一國兩制」初心的嚴重背離。不能讓「一國兩制」
實踐變形走樣，不容分離主義勢力搞亂香港，絕不為
「港獨」禍水埋單，是經歷了20年回歸歷程後的廣大港
人的堅強意志和共同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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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者須尊重憲法 反中抗共非言論自由

全國人大早前通過國家憲法修正案，喚起香港各界
對履行尊崇憲法、擁護憲法的關注。全國人大常委譚耀
宗日前表示，修憲之後，呼喊「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
違反憲法，或不符合參選立法會的資格。譚耀宗所言合
法合情合理。香港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權力來源是
憲法授權，尊重憲法是在香港從政參政的必然條件和資
格。
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的第三十

六條在憲法第一條第二款「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根本制度。」後增寫一句，內容為：「中國共產
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這突顯國
家執政黨的領導地位。這是國家憲法明確的內容，不能
含糊、否定及拒絕承認。
個別香港政客毫無邏輯地叫囂「結束一黨專政」，

活在自己的幻覺中，表明其拒絕接受國家憲制秩序。按
「一國兩制」方針，香港這些反中抗共政客，憑什麼與
國家對着幹？又憑什麼不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
這些政客混淆是非，把違憲違法的「結束一黨專政」口

號與言論自由掛鈎，其實是想凌駕憲法之上。否定國家
政治制度的政治人物或政黨，與國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
框架不相容，更不用寄望這些政客政黨尊重憲法。但
是，沒有國家的存在，沒有憲法的保障，又有什麼法律
和制度去保障他們所指的「言論自由」，可見這班政客
是井底之蛙，本末倒置。
國家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擁有最高的法律地

位、權威和效力。自回歸之日起，五星紅旗在香港土地
上飄揚，香港從此納入國家憲法體系和憲制秩序，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建香港的憲制基礎。香港基本法的
權力來自憲法的授權，在「一國兩制」下，當然要強調
「一國」在「兩制」之上的前提，履行尊重憲法、維護
憲制的責任，確保憲法在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和權威。
香港的從政者若要進入建制體制，無論是成為公務

員或問責官員，參選區議會及立法會，加入特區政府轄
下的各個諮詢架構或委員會，都必須擁護憲法並捍衛憲
法。忽視「一國」者，沒有履行擁護香港基本法和效忠
特區的憲制責任，也就沒資格成為公職人員。

朱家健 全國港澳研究會香港特邀會員 香港基本法澳門基本法研究會會員

歐盟逼倫敦就範 英國脫歐被狠劏

歐盟與英國近日宣佈，已經與英國就21個月「脫歐
過渡期」及「分手」協議的大部分內容達成一致。英
方先前提議延長過渡期3個月，遭到歐盟拒絕。在過渡
期內，英方將繼續留在歐盟單一市場和關稅同盟內，
惟英國必須遵守歐盟的所有規則。存在巨大分歧的北
愛爾蘭議題，歐盟巧施「耍猴術」，迫使倫敦無奈接
受歐盟「脫歐」後北愛爾蘭將繼續留在歐盟關稅同盟
內。協議完全按照歐盟的設計進行，英方最終在毫無
招架能力的情況下，聲稱「脫歐」談判取得重大進
展。
脫歐問題可以說讓倫敦焦頭爛額、威風大掃。歐盟

宣佈的協議，實質是最後通牒，在外交場合極為罕
見，凸顯歐盟已經視唐寧街政府透明、無物和無能。
儘管英國首相文翠珊自我安慰稱，對未來談判表示樂
觀，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在英國脫歐過程中，歐盟主動
出擊，佔領了制高點，倫敦則由於內憂外患只能上演
被動應對的角色。
對於歐盟單方面宣佈脫歐協議，英國首相文翠珊雖

然在第一時間指「歐盟宣佈的脫歐協議威脅英國憲法
的完整，任何一個首相都絕不會認可單方面擬定的協
議」；但就如之前歐盟提出如「分手費」等系列苛刻
要求，倫敦也唯有作出巨大讓步。歐盟既然作出最後
通牒，就會堅持到底；儘管聯合國要求雙方冷靜、克

制，也解決不了英國脫歐談判陷進「死胡同」的事
實。

英國已成為歐盟「盤中餐」
歐盟近日拋出名為「英國和北愛爾蘭從歐洲聯盟和

歐洲原子能共同體脫離的協議草案」，長達111頁，關
鍵點是聲明「歐盟認為愛爾蘭與屬於英國的北愛爾蘭
的邊界都應該保持開放狀態」，明確「要求」北愛爾
蘭在英國脫歐後留在歐盟關稅同盟。歐盟意識到，英
國內部就脫歐問題早已鬧得沸沸揚揚，猶如一盤散
沙，為保證歐盟的既得利益和未來不再有國家像英國
那樣提出脫歐，於是決心破天荒下達最後通牒。
鑒於英國內部意見不一，歐盟為了對其他成員國發

出警示，一致同意向倫敦收取龐大「分手費」，對英
國來個下馬威。當英國正式開啟英國「脫歐」程序
時，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德將一份「脫歐」指導方針
草案遞交給歐盟27個成員國討論表決；在隨後的特別
峰會上，唐納德遞交的草案僅用4分鐘就一字未改得以
通過，凸顯歐盟成員國對英國脫歐立場強硬一致。歐
盟於是要英國先解決錢的問題，交納600億歐元高額
「分手費」，然後讓倫敦無奈接受對北愛爾蘭問題的
通牒，顯示歐盟自英國脫歐談判之前、之中、之後都
視唐寧街為談判餐桌上的「盤中餐」。

黃海振 資深評論員

成立國家監察委讓反腐法治化制度化
簡松年 律師 全國政協委員

嚴陣以待應對立法會連場硬仗

立法會補選建制派成功奪得九龍西直
選和功能組別議席，保住了立法會的主
導權，在港島和新界東的地區補選方
面，得票率也大幅上升，成功打破了建
制派與反對派在立法會得票率上的所謂
「四六比」。
無庸諱言，建制派確實打了一場漂亮

的勝仗，這不僅是建制派陣營高度團結一致、選舉工程
和策略合宜的成果，也反映了香港的政治形勢出現根本
性好轉，沉默的大多數逐漸醒覺，愈來愈多市民唾棄反
對派。
然而，建制派仍不能有所放鬆，因為立法會即將迎

來兩場硬仗，其一是高鐵「一地兩檢」的本地立法工
作，其二是國歌法立法，關乎香港長遠發展與國家尊
嚴，同樣不容有失，大家必須嚴陣以待。
從理性的角度出發，「一地兩檢」是純粹的通關安

排，旨在便利乘客，節省乘客通關所需的時間，提升高
鐵的效益，完全沒有政治考慮，不應被政治化。而反對
派所提出的「割地賣港」、「公安在香港執法」和「抓
人回內地」，是徹頭徹尾的抹黑和散播恐慌，有基本思
考能力的香港人都不會相信。所以，縱使反對派已炒作
「一地兩檢」一段不短的時間，市民始終不太關注，更
未能對剛過去的補選帶來衝擊，可見大多數港人始終是
理性的，反對派繼續炒作「一地兩檢」議題，只會令更
多市民煩厭。
至於國歌法，是維護國家尊嚴的應有法律，在世界各地

都很普遍。香港現已有國旗法和國徽法，為何獨獨不能有
國歌法呢？一條在世界各地均很常見的法律，為何香港卻
不應立法呢？國歌與國旗、國徽一樣，同樣是國家的象
徵，同樣值得大家尊重和維護，尤其近年多次發生有人
在公眾場合公然侮蔑國歌的事件，令國家尊嚴受到損
害，顯示訂立國歌法確實有現實需要，而且刻不容緩！

陳博智 新界社團聯會副理事長 西貢區議員

四是本輪國家機構改革堅決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
展思想，將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出
發點和落腳點。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是我們一切工作
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此次國務院機構改革中，涉及完善
公共服務管理體制改革的內容，從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
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推進城鄉區域基本公共服務制
度統一方面入手，必將讓公共服務管理更加高效便民。
在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組建了農業農村部，這為實施
鄉村振興戰略，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這個關係國計民生
的根本性問題強化了機構職能保障。
組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不再保留國家衛生和計
劃生育委員會，不再設立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
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在機構改革指引下，衛生工作將
從以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部門之間
將更加協調高效，有利於衛生健康工作全面深入展
開，構建大衛生、大健康理念。此次國家機構改革致
力於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切最直接的利益問題，想群眾
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辦群眾之所需，立足破解發
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立足以人民為中心的立
場，展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徵。

給地方機構更多自主權
五是本輪改革突出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把改
革機構、優化職能、提高效能作為着力點。以國務院
機構為例，儘管國務院組成部門的數量減少不多，但
重組的力度是很大的，比如新組建的自然資源部，將
原來的國土資源部、發改委、建設部、水利部、農業
部、國家林業局、國家海洋局、國家測繪局等8個部
門有關自然資源管理的機構和職能重組，強化了國家
對自然資源的管理。
還比如國務院本次新組建的生態環境部，緊緊圍繞環
境保護這個短板，加大了機構整合的力度，將分散在發
改委、國土資源部、水利部、農業部、國家海洋局、
以及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的相關職能加以整合，使
其形成合力，克服長期困擾我們的機構重疊、職能交
叉、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的弊端。這對從根本上解決
生態環境這老百姓最關注的問題，提供了重要保障。
再比如，新設立的應急管理部，整合了原來12個部
門的相關機構和職能，包括國家安全局、國務院辦公
廳、公安部、民政部、國土資源部、水利部、農業

部、國家林業局、國家地震局、國家減災委、國務院
抗震指揮部以及國家森林防火指揮部等。這樣大幅度
的機構職能整合，對加強應急管理，形成合力，無疑
具有重要意義。
六是給省級及以下地方機構更多自主權，增強地方
治理能力。處理好中央與地方關係是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的重要內容。建國以後的歷次機構改革，都程度不
同地涉及到這個問題。但時至今日，有關這方面的問
題依然突出，比如中央與地方權責關係的處理，財力
與事權的劃分等。《決定》強調要科學設置中央和地
方事權，理順中央和地方職責關係，更好發揮中央和
地方兩個積極性，賦予省級及以下機構更多自主權，
增強地方治理能力。
要把直接面向基層、量大面廣、由地方實施更為便捷

有效的經濟社會管理事項下放給地方。除中央有明確規
定外，允許地方因地制宜設置機構和配置職能，允許
把因地制宜設置的機構併入同上級機關對口的機構，
在規定限額內確定機構數量、名稱、排序等。《決
定》中的這些規定，對解決「上下一般粗」，充分調
動地方積極性，更好地為民服務必將產生重要影響。

機構編制法定化有突破
七是推進機構編制法定化將有實質性突破。在過去

的多次機構改革中，有關機構編制法定化的問題早已
提出，但實施過程中往往不夠順暢。因此常常會出現
因人設事、機構設置隨意性較大等現象。實際上一個
國家能不能建立起一個科學、系統、有效的機構和職
能體系，逐步將之納入法治軌道，與機構職能的法定
化有直接關係。正像《決定》中指出的，機構編制法
定化是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重要保障；要依法管
理各類組織機構，加快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
序、責任法定化。
而要實現機構編制的法定化，首先要完善黨和國家

機構法規制度，如制定機構編制法等；其次要強化機
構編制管理剛性約束。包括加強黨對編制工作的集中
統一領導，建立編制資源管理的動態調整機制，建立
相關的信息化平台等。另外，還加大機構編制違紀違
法行為查處力度。只有在這些方面不斷着力，我國黨
和國家機構編制法定化的目標才能實現。

（續昨日，全文完。）

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的重構（下）
汪玉凱 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