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紫祥：中國司法體系將更公正高效
對於此次 「兩高」 工作報

告，全國政協委員、大灣區金融
科技促進總會會長莊紫祥認為，

報告顯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在維護司法
公正、保護人民權益以及推動法治建設方面所取得的重
要成就，同時亦提出了未來改革的方向和目標。他表
示，對中國司法體系的未來發展感到滿懷期待，相信在
不斷的努力下，中國的司法體系將更加公正、高效。

莊紫祥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報告凸顯了司法改革
的重要性。報告中強調建立公正高效的司法體系的努
力，並提出了一系列改革舉措。這些改革舉措的實施，
將進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增強司法公正，為人民群眾提
供更加優質的司法服務。

對於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莊紫祥認為，報
告中突出了檢察機關在維護法律權威和打擊犯罪方面的
努力。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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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8
日在京舉行第二次全體

會議，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
向大會作報告。報告在顯著位
置強調着力營造法治化營商環
境，護航民營企業發展。還談
及強化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
和歸僑僑眷合法權益保障。對
於2024年工作安排，最高法
報告指，要依法服務發展新質
生產力。深化涉案企業合規改
革，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壯
大法治環境。

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北京報道

要聞A 12 2024年3月9日 星期六

最
高
法
：
營
造
法
治
化
營
商
環
境

護
航
民
營
企
業
發
展

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
告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

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審議。報告
中提到，要切實維護港澳台同胞
合法權益，服務粵港澳大灣區。
最高檢工作報告披露了足球領域
系列腐敗案進展，已起訴中國足
協原主席陳戌源等15人。對於着
力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護航民
營企業發展，最高檢報告提出，
2024年，要加強關鍵核心技術、
新興產業領域知識產權司法保
護，服務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

●堅持能動司法，緊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履職盡責。

●狠抓提質增效，加快推進審判工作現代化。

●完善監督體系，着力鍛造堪當重任的法院鐵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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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2024年 部分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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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懲治網絡犯罪

最高法
●審結電信網絡詐騙案件3.1萬件6.4萬人，同
比增長48.4%。

最高檢
●起訴利用網絡實施的犯罪32.3萬人，同比上
升36.2%。

●起訴電信網絡詐騙犯罪5.1萬人、幫助信息
網絡犯罪14.7萬人、網絡賭博犯罪1.9萬
人，同比分別上升66.9%、13%和5.3%。

2、守護金融安全

最高法
●審結金融案件303.2萬件，同比增長8%。

●加大對資本市場財務造假、欺詐發行、操縱
市場等違法行為判罰力度。

●發出2號、4號司法建議，促進授信審查、規
範保險業務，協力加強金融監管。

最高檢
●起訴金融詐騙、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2.7
萬人，其中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
罪1.8萬人。

●起訴欺詐發行、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證券
犯罪346人。

●起訴洗錢犯罪2971人，同比上升14.9%。

3、護航企業發展

最高法
●力解中小企業急難，推動清理拖欠中小企業
賬款，執行到位金額187.8億元。

●有力支持民營企業反腐敗、 「打內鬼」 ，審
結非國家人員受賄、職務侵佔案件6779件
8124人，同比增長26.6%。

●對658家涉案民營企業適用刑事合規程序。
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從刑事領域拓展至民事、
行政、執行領域，相關案件已達1711件。

最高檢
●起訴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12.1萬人，同比
上升20.4%。

●出台12條檢察舉措，促進健全民營企業內部
反腐機制。

●深化涉案企業合規改革，辦理相關案件
3866件，對整改合格的1875家企業、2181
名責任人依法決定不起訴，對415名責任人
起訴時提出依法從輕判處的建議。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整理

●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

●依法服務高質量發展這個新時代的硬道理。

●做實人民群眾能體驗得實惠的檢察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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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檢2024年 部分工作安排

今年春節期間，隨着電影《第二
十條》熱映，對正當防衛的討論變得

更加廣泛和熱烈。
「付某酒後夜間到馬某家砸門、叫囂殺人，馬某告

知其找錯人並報警，付某不予理會並砸碎多片窗玻璃，
馬某持刀出門制止，付某與其廝打，馬某手、背部受
傷，付某被刀傷多處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法院認定馬某
屬正當防衛，宣告其無罪！」 今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
報告用現實案例解釋 「正當防衛」 ，引發熱議。報告還
提及，2021年至2023年，對77名被告人以正當防衛宣

告無罪， 「第二十條」 已被喚醒。
事實上，正當防衛是兩高報告連續多年重點提及的

問題。正當防衛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是鼓勵公民同
不法行為作鬥爭的重要法律制度，但在司法實踐中，長
期存在對正當防衛的適用把握過嚴甚至失當的問題，這
導致 「第二十條」 長期陷入 「沉睡」 狀態。2018年，江
蘇昆山龍哥反殺案將 「第二十條」 激活，此後司法機關
又依法辦理了趙宇見義勇為案、河北淶源反殺案、雲南
麗江唐雪反殺案等一系列被認定為正當防衛的複雜案
件。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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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結過去一年工作
時，最高檢報告提到，服
務區域協調發展方面工
作，支持廣東檢察機關服
務保障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與此同時，切實維護
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和
歸僑僑眷合法權益。依法
辦理涉港澳台和涉僑案
件。深化與港澳司法機
構、廉政公署高層交流和
務實合作，為港澳司法法
律界人士開設研修培訓課
程。攜手中國僑聯，指導

省級檢僑合作，護航僑企發展、維護僑胞權益。指導福
建檢察機關制定服務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意見，為
台胞台企提供優質法律服務。

起訴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12.1萬人
最高檢報告還用較大篇幅論述 「着力營造法治化營

商環境」 。報告中提到，2023年，檢察機關起訴破壞市
場經濟秩序犯罪12.1萬人，同比上升20.4%。對各類經
營主體一視同仁對待，依法平等保護。制定推動民營經
濟發展壯大23條檢察意見，出台12條檢察舉措，促進健
全民營企業內部反腐機制，依法保護企業產權和企業家
權益。深化涉案企業合規改革，對企業及其負責人涉經
營類犯罪的，督促作出合規承諾、切實整改。辦理相關
案件3866件，對整改合格的1875家企業、2181名責任
人依法決定不起訴。

今年的最高檢工作報告還提及要堅決維護金融安
全，制定服務保障金融高質量發展23條檢察意見，嚴厲
打擊金融犯罪，防範化解金融風險。起訴金融詐騙、破
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2.7萬人。起訴洗錢犯罪同比上升
14.9%。

披露足球領域腐敗案進展
報告談到，2023年，檢察機關加強配合與制約，與

國家監委共同規範提前介入工作，提前介入案件佔受理
案件的61.1%；自行補充偵查3020件、退回補充調查
808件。積極參與行業性、系統性腐敗治理，分別起訴
金融、醫療領域職務犯罪348人和580人；指導湖北檢察
機關辦理足球領域系列腐敗案，已起訴中國足協原主席
陳戌源等15人。

對於今年的工作安排，最高檢報告強調，將堅持穩
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為中國經濟回升向好、
長期向好提供法治保障。同時將開展 「檢察護企」 專項
行動，用法治增強企業發展信心。從嚴懲治金融犯罪，
服務金融高質量發展。加強關鍵核心技術、新興產業領
域知識產權司法保護，服務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

今年的 「兩高」 工
作報告，可謂解氣又提
氣。譬如，報告具體點

名了張波、葉誠塵、勞榮枝、牟林翰等一批
社會影響極其惡劣的犯罪分子，他們受到法
律嚴懲，伸張了正義，告慰了死者，讓公眾
出了口惡氣。再如， 「兩高」 都堅定表態，
嚴懲電詐幕後 「金主」 ，加大對資本市場財
務造假、欺詐發行、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的
懲處，積極回應大眾關切，提振民心士氣。

法治是最好的護身符。 「兩高」 報告的
鮮明特點是接地氣，不啻一份普法 「實操指
南」 。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新問題不斷湧
現，催生了五花八門的焦慮和矛盾。諸如
「隱性加班」 、 「天價彩禮」 、寵物傷人、
婚前同居施暴、 「熊孩子」 傷人，以及 「人
肉搜索」 「鍵盤殺人」 「網絡水軍」 等涉網
案件。這些案件，或是與舊有觀念和傳統陋
習糾纏，或是侵權界定難、維權難度大。

「兩高」 報告，有的放矢，用翔實的司
法事例，在人民大會堂上了一堂 「普法公開
課」 ，用法律撫平大眾焦慮情緒，讓民眾切
實感受到身邊的公平正義，這種實實在在的

獲得感，是樹立法治信仰、推進依法治國的
基石。尤為突出的是， 「兩高」 報告用相當
篇幅，為正當防衛撐腰。司法實踐中，一些
僵化的處理，往往背棄公眾樸素的道德情
理，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最高檢審查認定
屬正當防衛依法不捕不訴261人，最高法對
77名被告人以正當防衛宣告無罪。這用實際
行動宣示： 「第二十條」 已經喚醒， 「法不
能向不法讓步」 ，彰顯法理情統一的司法力
量與溫度。

法治也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企業最盼望
的，並非特殊政策扶持，而是穩定、可預期
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兩高」 都將促進民營
經濟發展壯大作為重要着力點。最高法堅決
糾正把經濟糾紛當犯罪處理，並致力推動清
理拖欠中小企業賬款。最高檢制定服務保障
金融高質量發展23條檢察意見，堅決糾正以
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經濟糾紛，堅決糾正超
範圍超時限查封扣押凍結財產。

司法當好民營企業 「老娘舅」 ，為企業
吃 「定心丸」 ，對於穩預期、穩信心進而穩
經營、穩增長，保駕護航高質量發展，具有
重要意義。

今年的最高法報告
中，金融法治建設、民營
經濟、知產保護等成為關
鍵詞，短時間即衝上網絡
熱搜榜。其中，加大對資
本市場財務造假、欺詐發
行、操縱市場等違法行為
判罰力度，金融法治安全
等在報告中重點提及。報
告並強調，金融行為須合
規，高管違法要嚴罰，中
介失職必追責。

護航民營企業發展是
持續受到關注的話題，但
在實踐中，民營經濟存在制度性交易成本高，融資難度
大，民營企業家人身權、財產權保護不到位等問題。

區分罪與非罪界限 打擊民企「內鬼」
最高法報告中對民營經濟的保護分為幾個方面，即

區分罪與非罪界限，保護中小企業、打擊民企 「內
鬼」 。報告指，堅決糾正把經濟糾紛當犯罪處理。力解
中小企業急難，推動清理拖欠中小企業賬款。有力支持
民營企業反腐敗、 「打內鬼」 ，審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
賄、職務侵佔案件6779件8124人，同比增長26.6%。

最高法辦公廳副主任、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余茂
玉在解讀最高法報告時表示，支持民營經濟發展是執政
黨一貫方針，去年7月，中國制定並出台優化法治環境
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27條意見，把依法平等保護原
則落實落細，努力為民營企業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
期的法治化營商環境。

強化港澳台同胞僑胞合法權益保障
對於涉及港澳台的部分，最高法報告在總結過去一

年工作時提出，強化港澳台同胞、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
合法權益保障。去年審結涉港澳台案件2.5萬件，同比
下降5.8%；辦理涉港澳台司法協助互助案件9265件，
同比增長17.3%；審結涉僑案件7279件，同比下降
62.9%。浙江、福建、廣東法院探索 「海內＋海外」 、
「線上＋線下」 僑益保護路徑，便利僑胞訴訟。台商林

某將合作公司訴至法院，台胞調解員以同鄉同音優勢促
成調解，維護爭訟雙方合法權益。

此外，有292名港澳台青年學生在人民法院交流學
習，深度了解國家法治建設與發展。加強與港澳司法機
構交流合作，創設內地與香港法官雙向交流機制，第七
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司法高層論壇在澳門成功舉行，
共同為中華法治文明進步貢獻力量。在服務區域協調發
展方面，最高法報告提到，去年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國家
戰略，出台意見服務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
面合作。

大公報記者
趙一存北京報道

法治最撫凡人心
北京觀察
馬浩亮

刑法第二十條已被喚醒 77人正當防衛判無罪
特稿

▲3月8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 新華社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
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
告。 新華社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
應勇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工
作報告。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