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國家立法
預安排審議34件法律案

資料來源：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

修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城市居民委員會
組織法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推進中華民
族共同體建設

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

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

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國家發展規劃法、
金融法、金融穩定法、耕地保護和質量提升
法

修改：反不正當競爭法、企業破產法、農業
法、漁業法、民用航空法、銀行業監督管理
法

推進社會、文化領域立法

制定：法治宣傳教育法、社會救助法、託育
服務法、檢察公益訴訟法

修改：傳染病防治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

繼續推進：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
制定：國家公園法、原子能法

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和公共安全治理機制

制定：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對法、危險化學
品安全法

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網絡
安全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監獄法、國家賠
償法

加強涉外領域立法

修改：海商法、對外貿易法、仲裁法

圍繞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大數據等新
興領域加強立法研究

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顯示，
去年，全國人大主動加強對外宣介。
宣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大全
球倡議」 、共建 「一帶一路」 、中國
式現代化、 「一國兩制」 等理念主張
和成功實踐，展示新中國75年發展成
就和全過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會
制度優勢功效。舉辦覆蓋亞非拉地區
和太平洋島國的6期涉外研討班，60
個國家的283位議員和議會官員來華
參訪交流。安排來訪團組、駐華使節
參觀中國共產黨歷史展覽館，考察人
大代表家站、基層聯繫點，赴地方實
地參訪，親身感知真實美好、可敬可
愛的中國。針對個別國家議會在涉華
核心利益問題上的錯誤行徑，嚴正發
聲，堅決駁斥，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

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金融法等
報告還提到，去年，組織香港、

澳門、台灣代表赴河南、山西、廣
東、甘肅、海南等地視察調研。舉辦5
期代表專題學習班，為香港、澳門代
表舉辦專題講座。

報告提出，2025年要高質量推進
立法工作，預安排審議34件法律案。
圍繞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
修改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城市居民委
員會組織法。圍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
體意識、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
制定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圍繞健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制定民
營經濟促進法、國家發展規劃法、金
融法等，修改反不正當競爭法、企業
破產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等。圍繞

推進社會、文化領域立法，制定法治
宣傳教育法、託育服務法等，修改傳
染病防治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圍繞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繼續推
進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工作，制定國家
公園法等。圍繞完善國家安全體系和
公共安全治理機制，制定突發公共衞
生事件應對法等，修改道路交通安全
法、食品安全法、治安管理處罰法
等。圍繞加強涉外領域立法，修改海
商法、對外貿易法等。圍繞人工智
能、數字經濟、大數據等新興領域加
強立法研究。啟動法律清理工作。指
導地方探索區域協同立法。

報告強調，今年將深化治國理
政經驗交流，積極開展對外宣介，
增強中國道路、理論、制度、文化
的影響力和感召力。在涉及國家核
心利益問題上主動發聲、敢鬥善
鬥。要圍繞 「十五五」 規劃綱要編
制工作若干重要問題、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加強僑務立法等開展11項
專題調研。

報告披露，去年審議通過代表資
格審查委員會6個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
資格的報告，依法補選代表3人、終止
代表資格30人。目前，十四屆全國人
大實有代表2929人。

去年審查35件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報告還顯示，過去一年，十四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報送備案的2146件
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
單行條例、司法解釋、特別行政區本
地法律等進行主動審查。其中包括35
件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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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預安排審議34件法律案

2025全國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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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議事廳中，當首位視
障全國人大代表王永澄的指腹
摩挲過政府工作報告的盲文凸
點，人民大會堂穹頂的星輝便

穿透視覺屏障，在觸覺維度重構民主的感
知邊界。此刻，民主不再是抽象概念，它
被具象為可感可觸的參政議政無障礙設
施，更是特殊群體從政策受助者蛻變為制
度共建者的身份轉變。

而在湖南老城巷道中，八旬長者陳俊清
在該省餐飲攤販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的倒計時
裏，於褶皺的煙盒錫紙上寫下 「違規者禁業
三年」 的民生箴言。這張承載市井智慧的金
屬薄膜，穿越數萬個基層立法聯繫點構建的
民主神經網絡，最終凝結為法治的結晶，中
國式民主讓 「街談巷議」 與 「廟堂之策」 在
制度軌道實現了共振和鳴。

目前，我國277萬名五級人大代表中，
95%來自縣鄉基層，涵蓋56個民族，來自各
行各業。去年全國人大代表們提交的5000
多條 「金點子」 ，被國務院各部門採納轉
化，催生出2000多項改革舉措，充分證明
中國式民主不是少數人的閉門決策，而是
14億人的意見交響。正如趙樂際委員長8日
在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時所強調，人民
代表大會制度是符合我國國情和實際、體
現社會主義國家性質、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的好制度，具有強大生命力和顯著優越
性。

今年兩會上，數千名人大代表還將對

實施多年的《代表法》進行審議修訂。當
修正案首次將 「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 寫
入總則，並將人大閉會期間的視察調研等
納入法定履職範疇，賦予代表 「365天在
線」 的使命，讓 「永不落幕的民主」 通過
法律固化為國家治理的常態機制，我們看
到的不僅是法律文本的更新，更是 「人人
參與、個個盡責」 的治理圖景。

事實上，中國式民主之所以長期保有
生機勃勃的制度勢能，恰恰因為它始終不
斷吸納新時代的活水，在文明根系中孕育
新枝。猶記得延安時期的黃土地上，不識
字的農民用黃豆作選票，在粗瓷碗裏投出
心中所選。而今，這一民主基因在數字時
代創設了新的範式，法律草案被拆解成通
俗易懂的圖文包，通過數字終端直達社區
樓宇，外賣小哥在送餐間隙掃碼建言，人
大代表通過雲上直播收集民意。這種數智
化轉型不是對傳統的背離，而是 「民惟邦
本」 理念的當代表達，技術理性與價值理
性在民主場域實現了完美交集。

當西方民主陷入 「選票狂歡」 與 「治
理癱瘓」 的怪圈時，中國式民主正以 「聽
得到、看得見、摸得着、辦得成」 的制度
實踐，重構現代政治文明的評價坐標，破
解 「歷史周期率」 的魔咒。或許這就是中
國留給世界的民主啟示錄：真正的現代
化，必是讓每個群體的聲音都能收穫制度
性回響，讓每粒民意的種子都能在法治土
壤上生根發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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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記不讓鬚眉 一線鏗鏘玫瑰
3月8日上午，天安門廣

場，一名身着鮮艷的紅色西服
套裝的女記者站在攝像梯上，
專注地播報新聞，佔據了攝像

的C位──背後的紅旗與人民大會堂上的國徽能一
同被攝入鏡頭，莊重又神聖。不遠處，還有多名女
記者排隊等待，她們不顧春寒，身着略顯單薄的衣
衫，一邊抓緊熟悉台詞，一邊等待上鏡機會，力求
在鏡頭前展現出最佳狀態。

此刻，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
議正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為了 「搶」 到好位置
報道新聞，這些女記者們一大早就趕到天安門廣
場、人民大會堂，她們用闖勁、拚勁，迎接屬於她
們的節日── 「三八」 國際婦女節。

兩會期間，女記者們不僅是採訪者，也常常成
為被採訪的對象。 「您能接受我的採訪嗎？」 廣東
團開放日上，一位拿着全運會吉祥物的女記者 「闖
入」 了央視的攝像視野，央視記者不失時機地 「抓
差」 。儘管手頭工作繁忙，這位女記者還是毫不猶
豫地停下，欣然 「配合」 。

兩會新聞大戰，女記者們常常要忙到深夜，凌
晨兩點多開完專題會後才能稍微瞇一會，六點多又
得迅速爬起來奔赴採訪現場。在會場中，在廣場
上，她們絲毫沒有女性的嬌弱，排隊、圍堵、跑
腿、在人山人海中 「肉搏」 搶位置，樣樣衝在前
面，像不知疲倦的戰士，不放過任何一個重要瞬
間。

「她們可不僅頂半邊天！」 女記者們迸發出來
的戰鬥力，常常讓男記者們自嘆不如。這些女記者
們能採會編、能拍會攝、出得了鏡扛得了機器，是
名副其實的 「六邊形女戰士」 。她們敢拚、敢闖、
敢擔當，憑藉敏銳的觀察力和細膩的筆觸，將國家
發展的宏大藍圖與基層一線的鮮活故事有機融合，
生動呈現，讓兩會好聲音傳遍千家萬戶，讓中國式
民主綻放璀璨光芒。 大公報記者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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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零距離

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
會議8日舉行第二次全體
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趙樂際作全國人大常
委會工作報告。

報告顯示，去年，全
國人大主動加強對外宣
介。宣介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 「三大全球倡
議 」 、共建 「一帶一
路」 、中國式現代化、
「一國兩制」 等理念主張
和成功實踐，展示新中國
75年發展成就和全過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優勢功效。
報告提出，今年要高質量推進立法工作，預安排審議34件法律
案。圍繞 「十五五」 規劃綱要編制工作若干重要問題、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等開展專題調研。

大公報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細數25年來三次會議三大新意
全國兩會每五

年一屆，筆者從
2000年開始跑兩

會，25年來，對於每屆兩會中
的 「三次會議」 感受頗深。 「這
一年」 承前啟後，莊嚴立法，國
內國際影響深遠，是最深刻的三
點印象。以人大會議為例，今年
是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
「十四五」 與 「十五五」 規劃兩
項重大規劃銜接將在會議議程和
代表審議中得到深刻體現；將審
議代表法修正草案，持續推進全
過程人民民主走深走實。

值得一提的是，歷屆人大
會議三次會議，都與香港、台灣
的前途、命運有着深刻關聯。五
年前的三次會議，審議通過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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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的治本之
策；20年前的十屆三次會議，
審議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成為高
懸在 「台獨」 分裂勢力頭頂的利
劍……

具體而言，九屆人大的
「這一年」 ，是2000年三次會
議，審議、通過《立法法》，為
立法權設定邊界，成為引領法制
中國的制度力量。十屆人大的
「這一年」 ，是2005年的三次
會議，審議、通過《反分裂國家
法》。劍指 「台獨」 遏制分裂。
十一屆人大的 「這一年」 ，是
2010年的三次會議，審議、通

過的關於修改《選舉法》的決
定。城鄉居民按照 「四比一」 的
比例選舉人大代表的規定被修改
為 「一比一」 ，即同比例選舉人
大代表。十二屆人大的 「這一
年」 ，是2015年的三次會議，
審議、通過修改立法法，有力保
障和推進依法治國的現代化進
程。

十 三 屆 人 大 的 「這 一
年」 ，是2020年的三次會議，
審議、通過《民法典》，宣告中
國 「民法典時代」 的正式到來。
會議還審議、通過一項關係着香
港前途與命運的議案，即《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草
案）》。依據這項決定，全國人
大常委會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
法》（《香港國安法》），這是
中央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
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這一系列立法活動正是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一國
兩制」 行穩致遠的治本之策，是
「一國兩制」 實踐中具有重大意
義和深遠影響的歷史性大事。

由此可見，三次會議 「這
一年」 ，對於維護中華民族根本
利益，對於夯實 「一國兩制」 行
穩致遠的基石，保障人民權益增
進民生福祉，都有根本性的法治
決定力量。

大公報記者趙一存、凱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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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加強對外宣介 展現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趙樂際：高質量推進立法 開展大灣區建設專題調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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