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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劉 凝 哲

北京報道）十三屆

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昨日舉行第二次全

體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

書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栗戰

書表示，今後一年工作，初步安排審

議45件法律案，還提出了近20件預

備項目。其中，包括加快推進涉外領

域立法，圍繞反制裁、反干涉、反制

長臂管轄等，充實應對挑戰、防範風

險的法律「工具箱」，推動形成系統

完備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

去年12月，美國借香港問題干涉中國內
政，甚至將多名全國人大官員列入制裁

清單，這一卑劣行為引發海內外有識之士譴
責。昨日提請大會審議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工
作報告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通過後，全國人大以雙邊友好小組組長名
義給93個國家議會和歐洲議會發了106封信
函，介紹有關情況、闡釋中方立場，獲得廣
泛理解和支持。
談及去年以來的工作，栗戰書表示，全國
人大常委會堅定維護國家利益，發揮常委會
發言人、外事委發言人、法工委發言人機制
作用。他強調，「人大是人民的人大，任何
時候、任何情況下，只要黨、國家和人民需
要，人大就將毫不猶豫站到一線進行法律
的、政治的、外交的鬥爭，伸出肩膀扛起應
盡的政治責任。」

初步安排審議45件法律案
值得一提的是，提請本次大會審議的全國
人大組織法修正草案增設「總則」一章。增
加規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性質、地位，
並明確，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積極開展對外
交往，加強同各國議會、國際和地區議會組
織的交流與合作。
在今年的立法工作中，全國人大常委會
將涉外立法列為需要「切實加強，不

斷提高立法質量和效率」的領
域。栗戰書表示，根據

立法工作計劃，

今後一年初步安排審議45件法律案，還提出
了近20件預備項目。其中包括，加快推進涉
外領域立法，圍繞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長
臂管轄等，充實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的法律
「工具箱」，推動形成系統完備的涉外法律
法規體系。

深化拓展各領域交流合作
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還指出，今後一年要

切實加強人大外事工作，深化和拓展各層級
各領域交流合作。圍繞國家外交總體布局，
發揮職能作用，統籌安排疫情防控常態化背
景下的對外交往。認真組織委員長會議組成
人員外事活動，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對外交
往，深化機制交流和專門委員會、友好小
組、工作機構交流，積極參與議會多邊機制
活動。圍繞國家核心利益和重大問題主動發
聲，宣介中國道路、制度和政策、理念、主
張。

加快涉外立法 反制長臂管轄
今後一年推動形成系統完備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栗

戰
書
：

全國人大將打出法律「組合拳」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2021年主要立法工作
公共衞生領域：
●繼續實施強化公共衞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計劃

●制定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對法

●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傳染病防治法、國境衞生檢疫
法、執業醫師法等

國家安全領域：
●健全國家安全法治體系

●制定反有組織犯罪法、陸地國界法、糧食安全保障
法、數據安全法、軍人地位和權益保障法

●修改突發事件應對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安全生產
法、兵役法、軍事設施保護法等

經濟與科技領域：
●制定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期貨法、印花稅法、鄉村
振興促進法

●修改反壟斷法、科學技術進步法、公司法、企業破
產法、審計法、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畜牧法等

民生領域：
●制定反食品浪費法、文化產業促進法、家庭教育
法、學前教育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社會救助法、
法律援助法、濕地保護法、南極活動與環境保護法

●修改體育法、教育法、職業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
法、治安管理處罰法、行政復議法、環境噪聲污染
防治法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北京報道）全國
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強調，今後將充實圍繞反制裁、
反干涉、反制長臂管轄等，充實應對挑戰、防範風險的
法律「工具箱」。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北京航空航天
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田飛龍就此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全國
人大及其常委會正確認識到並堅持了依法涉外鬥爭的原
則和方法，在多個關鍵領域行使國家立法權，逐步構築
反制裁、反干預的國家法律體系，這是全面依法治國在
涉外鬥爭領域的理性進步。下一步，中國涉外法律鬥爭
的重點應當是強化在阻斷法和反制法層面建章立制。
近期以來，美國借香港等內政問題向中國發難，甚至

啟動制裁官員個人等卑劣手段。田飛龍認為，美國對華
新冷戰及拜登政府對特朗普政策的延續性，造成了美國
干預中國事務、制裁中國機構與人員的基本法律和政策
立場不會改變。
「我國目前的涉外鬥爭法律制度體系還不夠完善」，

田飛龍坦言，涉外法律應對通常涉及合規、阻斷和反制
三個層面，中國既往法律在涉外的合規層面有較多的制
度對標和積累，但卻是以信任和遵守外國法律尤其是美
國法律確立的「國際標準」與制度規範模式為前提的。
他認為，美國以國內法強行制裁和干預中國，包括在

涉港、涉台、涉疆、涉藏問題及中國高科技發展問題上
的立法和制裁，破除了中國對美國法普適性與公正性的
信任，使中國涉外法律鬥爭意識和行動逐步激發和成熟
起來。中國下一步涉外法律鬥爭的重點應當是強化在阻
斷法和反制法層面建章立制，之前的「不可靠實體清
單」以及商務部的阻斷規章是初步的嘗試，但立法研
究、論證和規範填補的空間仍然巨大。

相互配合 形成阻斷與反制法律體系
在涉港議題上，田飛龍認為，因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

舉制度的原因，美國針對性的制裁可能會有所升級，英
國、歐盟等西方核心盟友也可能有所立法和干預。他表
示，在香港問題立場上，一方面，是堅持按照「一國兩
制」和憲法與基本法確立的憲制秩序正當行使中央管治
權，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另一方面，
還需要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涉外法律鬥爭的有關制
度體系，需要形成國家和香港兩個層面的對外阻斷與反
制法律體系，相互配合，形成鬥爭合力。
「香港已有自己的阻斷法，即《保護貿易權益條
例》，但缺乏具體實施的意志、力量和經驗。」田飛
龍說，在國家展開的保護國家利益與香港特區利益
的涉外法律鬥爭中，香港完全可以根據其法律
基礎和國際地位修訂升級有關涉外法制，
與國家形成共同的涉外法網，對外
國勢力的制裁和干預行為
加以阻斷和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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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國兩會繼續延續了去年的「精簡
版」模式，儘管仍出於疫情防控的需要，
但繼承了特殊時期留下的兩會「遺產」。
借今年修改全國人大組織法和全國人大議
事規則的東風，全國人大通過刪繁就簡、
補白修邊，實現了中國特色民主制度提質
增效的進步。

簡化審議法律案程序
全國人大組織法和全國人大議事規則是

規定全國人大組織制度、工作制度、運行
程序等的基本法律。「一法一規則」迎來
了施行30多年來的首次修改。其部分內
容的修改不得不說是拜特殊兩會成功經驗

之賜。去年和今年兩會，調整日程，壓縮
會期，精簡高效，贏了各方讚譽。

刪繁就簡是全國人大修改議事規則的一
大亮點。基於去年人大會議的一些改革舉
措和經驗，全國人大議事規則修正草案簡
化了立法程序。以往大會審議法律案的程
序是「法律草案—草案修改稿—草案建議
表決稿—表決稿」這幾個環節，被稱為
「三上三下」。現在，減少了草案建議表
決稿的審議環節。再如，簡化常委會委員
辭職程序，將以往全國人大常委會接受常
委會委員辭職應當報經大會「確認」，修
改為向大會「報告」，此類事項不再需要
像以往那樣列入大會議程進行審議和表

決。一系列措施有效精簡了立法議政程
序。

「加法」填補全國人大制度設計空白
除了「減法」，「一法一規則」的修改

也通過「加法」填補了全國人大制度設計
的空白。全國人大組織法修改草案增加規
定對國家監察委員會及其主任的質詢、罷
免制度，以體現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強化
對監察委員會的監督。並增加規定，對全
國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議、批評和意見，有
關機關、組織應當與代表聯繫溝通，充分
聽取意見，認真研究辦理，及時予以答
覆。代表建議、批評和意見辦理情況的報

告，應當予以公開。這些條款無疑為公權
力部門積極回應中國民意訴求強化了剛性
約束。

「一法一規則」的修改亦對全國人大相
關機構的職權「修邊」，作出了更加清晰
的界定，這是一大亮點。在武漢大學法學
院教授秦前紅看來，草案對專門委員會的
職權增加規定，例如，增加規定財政經濟
委員會對國務院提出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
展計劃草案、規劃綱要草案、預算草案、
中央決算草案及相關報告和調整方案進行
審查，向大會主席團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
提出審查結果報告等。這些無疑將加強全
國人大的民主監督職能。

加強會議公開和信息化建設
對於「跑兩會」的中外記者來說，「一

法一規則」的修改也帶來了福音。全國人
大議事規則修正草案中，加強了會議公開
和信息化建設，包括大會秘書處可以組織
代表和有關部門、單位負責人接受新聞媒
體採訪；代表團可以組織本代表團代表接
受新聞媒體採訪；大會全體會議可以通過
廣播、電視、網絡等進行公開報道等。這
有利於增強人大會議的公開性、透明性，
能夠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過去，中外媒體記者要早早起床，提前
數小時到人民大會堂前排隊，只為搶先拿
到會議資料，最快時間發稿。這次草案增
加規定全國人大會議利用信息技術，推進
會議文件、資料電子化。今後記者們自然
不用如此辛苦，大會開始時，媒體可以通
過官方網站記者服務區下載電子文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

●昨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新華社

●昨日，全
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栗
戰書作全國
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
會 工 作 報
告。

新華社

修法「減」與「加」民主提質增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十三
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在昨日舉行第二次全體會
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作全國人
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栗戰書表示，2019年發生
「修例風波」，香港法治和社會秩序遭遇嚴重衝
擊，「一國兩制」受到嚴重挑戰。本次大會將作
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人
大將堅定不移依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為維護香港憲制秩序、打擊「港獨」勢力、
確保愛國者治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提供法

律保障。
報告的第一項內容是「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
維護國家法治統一」，其中特別談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在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法治秩序
方面的工作。報告指出，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作出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後，常委會迅速
行動，於去年6月連續召開兩次會議，審議通過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並決定將其列
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

公布實施，扭轉了香港在國家安全領域長期「不
設防」的嚴峻局面。去年8月、11月，先後通過
關於香港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關
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本次大會將
作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之後常委會將根據這一決定修改完善相關法律，
打出一套法律的「組合拳」。
「人大將堅定不移依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為維護香港憲制秩序、打擊『港獨』
勢力、確保愛國者治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提供法律保障！」栗戰書的話語音剛落，大會現
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報告指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環
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國際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
性明顯增加，前進道路上面臨着許多難關和挑
戰。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後一年的主要任務，將
「切實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維護憲法尊嚴和權
威」列為第一項，明確將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
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確保「一國兩制」實踐
行穩致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