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趙樂際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向
第六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委員會組成人員頒發任命書。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鴻忠主持了頒發
任命書儀式。
剛剛閉幕的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

會議任命了第六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

會組成人員。他們是：主任沈春耀，副主任崔
世昌、張勇，委員王靈桂、王禹、李煥江、陳
端洪、唐曉晴、黃柳權、黃顯輝。
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是全國人大常

委會下設的工作委員會，組成人員共10人，由
內地人士和澳門人士各5人組成，任期5年。第
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已經結束任
期。

沈春耀任澳門基本法委員會主任 崔世昌張勇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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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11個月，國內增值稅收入為61,237億元（人民
幣，下同），約佔全國稅收收入的37.8%。目前增值稅

納稅人超6,000萬戶，而由於商品、服務、不動產等都含有
增值稅，與老百姓息息相關，使得增值稅立法備受關注。專
家表示，作為中國第一大稅種，增值稅是全國財政收入的重
要組成部分，與社會大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增值稅作為流
轉稅、價外稅，對貨物、服務、無形資產、不動產在流轉過
程中產生的增值額予以徵稅，採用「上徵下抵」的徵收機
制，在保障稅款徵收的同時，可有效避免重複徵稅，具有良
好的稅收中性特點。
據介紹，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部分地區和行業試點徵收
增值稅。1993年國務院制定增值稅暫行條例，對增值稅制度
作出規定。2008年，國務院修訂增值稅暫行條例，在全國範
圍內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將生產型增值稅轉變為消費型增
值稅。2016年，營業稅改徵增值稅全面推開，在此基礎上，
2017年國務院修訂增值稅暫行條例。

有助保護納稅人合法權益
2022年12月和2023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增值稅法

草案進行了兩次審議。本次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增值稅法草案
三審稿規範立法授權，對有關內容改由在法律中直接作出規
定，或者經清理規範後納入稅收優惠範圍；完善稅收優惠相
關規定；做好與關稅法等有關法律的銜接。
增值稅法共6章，包括總則、稅率、應納稅額、稅收優

惠、徵收管理、附則。此次增值稅立法，按照保持現行稅制
框架總體不變以及保持現行稅收負擔水平總體不變的原則進
行，因此在增值稅稅率設置等方面，與現行制度一致。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經濟法室主任楊合慶在接受人民法院報採
訪時表示，增值稅法保持增值稅稅制基本穩定、稅負水平總
體不變，同時，總結實踐經驗、體現改革成果，對於健全有
利於高質量發展的增值稅制度，規範增值稅的徵收和繳納，
保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監察法將加強監督制約監察權
隨着增值稅完成立法，內地現行18個稅種中已有14個稅

種制定了法律，這涵蓋了絕大部分的稅收收入，落實稅收法
定原則取得重大進展。
此外，本次人大常委會會議還通過了關於修改監察法的
決定。監察法是對國家監察工作起統領性和基礎性作用的
反腐敗國家立法，是黨和國家監督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行監察法於2018年審議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國
家法室負責人介紹，此次修改監察法，將加強對監察權的
監督制約，保障公民權利作為一個重點。具體而言，主要
體現在強化監察執法工作規範化要求、強化公民權利保
障、確保嚴格依法慎用監察強制措施、加強對監察權的監
督和約束等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十四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閉幕，會議表決通過了增值稅法、關於修改監察

法的決定、新修訂的科學技術普及法。增值稅是中國

第一大稅種，隨着增值稅法制定出台，中國現行18

個稅種中已有14個稅種制定了法律，涵蓋了絕大部

分的稅收收入，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取得重大進展。增

值稅法共六章38條，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2月25日，十四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新修訂的科學技術普
及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這是科學技術普及法自2002年
公布施行以來首次修訂。新修訂的科學技術普及法增加規
定，每年9月為全國科普月；並強調新技術新知識科普，
增加「科普活動」一章，從支持科普創作、發展科普產
業，加強重點領域科普，加強科普信息審核監測和科普工
作評估等方面，支持促進科普活動。
中國科普研究所所長王挺說，設立全國科普月，是首次
在科普專門法律中明確一個時間段，集中、密集開展面向
公眾的科普活動。這一舉措積極回應了人民日益增長的高
質量科普需求，有利於讓更豐富、更深入、更穩定的科普
活動融入公眾日常生活。「9月是新學年的開始，此時組
織科普活動，可以更好地融入學校的教學計劃和學生的日
常學習，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為國家培養更多科
技後備人才。」王挺說。
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李曉鳴關注到，此次修法特別強

調了對老年人、殘疾人等群體的科普。「老年人、殘疾人的
信息獲取和識別能力相對受限，更需要相關知識技能的科
普，幫助他們跨越『數字鴻溝』，享受科技發展的成果。」

新修訂的科學技術普及法規定，開放大學、老年大學、
老年科技大學、社區學院等應當普及衞生健康、網絡通
信、智能技術、應急安全等知識技能，提升老年人、殘疾
人等群體信息獲取、識別和應用等能力。

新增治理網絡偽科普章節
另外，互聯網、新技術的普及一方面豐富了科普的內容
和手段，另一方面也加劇了網絡偽科普的流傳，不僅誤導
大眾，還可能帶來較大社會風險。
「網絡上，部分機構和人員打着『科普』旗號散播偽科
學和謠言，假借量子、納米等新技術術語，謊稱其產品具
有特殊功效。利用AI技術編造新聞事件、偽造公眾人物音
頻視頻、散布未經證實的醫學建議等也屢見不鮮，一些不
法分子甚至利用AI技術開展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開發服務中心研究員彭春燕說。
對此，新修訂的科學技術普及法新增章節，治理網絡偽
科普流傳。科學技術普及法要求，組織和個人提供的科普
產品和服務、發布的科普信息應當具有合法性、科學性，
不得有虛假錯誤的內容；網絡服務提供者發現用戶傳播虛
假錯誤信息的，應當立即採取處置措施，防止信息擴散。

科學技術普及法首次修訂 每年9月設為全國科普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2月25日，國務院總理李
強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訪問的日本外相岩屋毅。李強表
示，當前，中日關係處於改善發展的關鍵時期。上個月，習
近平主席同石破茂首相在秘魯舉行會晤，雙方一致同意共同
努力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致力於構建契合新時代要
求的建設性、穩定的中日關係。中方願同日方一道把握好這
一正確方向，落實好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推動雙邊
關係持續健康發展，務實合作取得更多新成果。
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在京同日本
外相岩屋毅共同出席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第二次
會議，會議達成10項重要共識。

李強晤日外相：冀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李強在會見中指出，中日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是搬不走
的鄰居，「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是兩國共同作
出的莊嚴承諾。希望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恪守中日四個
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正視歷史、面向未來，建設性
妥善管控分歧，維護中日關係大局。當前，全球發展的不
穩定、不確定性上升，雙方要拓展經貿關係、深化互利合
作，更好惠及兩國企業和兩國人民。國之交在於民相親，
雙方要進一步加強人文交流，夯實友好基礎。
岩屋毅表示，日中有着2,000多年友好交往歷史，當前

對地區及國際事務負有重要責任。日方願同中方共同努
力，沿着兩國領導人確定的方向，加強各層級往來特別是
民間交流，促進互利合作和民意氛圍改善，全面推進戰略
互惠關係，構建建設性、穩定的日中關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25日在京同日本外

相岩屋毅共同出席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第二次會
議。會議達成10項重要共識：
一是大力推動青少年交流互訪，鼓勵支持兩國間修學旅

行。
二是深化教育領域合作，加強互派留學生，支持兩國中

小學締結姊妹學校、高等院校開展校際合作。
三是支持旅遊業合作，出台更多便利化措施促進兩國遊

客互訪。
四是搭建更多友好城市交流橋樑，積極用好中日省長知

事論壇、中日韓文化交流年、東亞文化之都等機制和平台
擴大兩國地方、民間友好交往。
五是加強體育交流合作，相互支持辦好2025年哈爾濱亞

冬會、2026年愛知—名古屋亞運會等重要體育賽事。
六是支持影視、音樂、出版、動漫、遊戲等文娛產業繼

續合作，互派高水平藝術團交流互訪，支持兩國經典著作
互譯出版。
七是加強媒體、智庫交流合作，在雙邊關係中發揮積極

作用，着力改善民意和輿論環境。支持雙方開展新媒體交
流合作，鼓勵兩國正能量網絡創作者相互交流。
八是開展婦女團體交流，就促進男女共同發展共享經

驗，中方邀請日方參加紀念北京世婦會30周年全球婦女峰
會。
九是將2025年大阪．關西世博會打造為兩國人民交流與

友誼的平台。中方支持日方辦會，日方歡迎中方參展並將
為中國館籌建和運營等提供協助。
十是適時在日本舉行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機制第三

次會議。

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達10項共識
加強教育旅遊文娛合作

剛剛就任日本外相不足

兩月的岩屋毅25日應邀訪

華。這是日本外相時隔20個月後再度訪華。

此次岩屋毅的旋風式訪華首秀時間雖短，卻

成果頗豐。中日高級別人文交流磋商達成10

項共識，涉及青少年交流、教育合作、旅遊

合作等領域。日方還將進一步對中國公民放

寬簽證政策。上述一系列成果，無疑將對增

進兩國民眾間的理解與信任、改善兩國關係

發揮積極作用。

岩屋毅這次中國之旅並非是一次簡單的禮節

性訪問，而是落實上月中日元首會晤共識的重

要一步。上個月，中日元首在秘魯舉行會晤，

雙方一致同意保持高層交往，用好經濟、人文

等領域高級別對話機制。中日再次確認共同努

力全面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致力於構建契

合新時代要求的建設性、穩定的雙邊關係。

近年來，中日關係一直在低位震盪。日方

在歷史、釣魚島、台灣等問題上的錯誤言

行，時不時干擾兩國關係。對中國發展的一

些錯誤認知導致日本對華政策消極面凸顯，

甚至在一些領域有跟着美國對華搞「脫鈎斷

鏈」、築「小院高牆」之勢。

而從積極的方面看，中日雙方積極為推動

兩國關係改善與發展作出努力，中日間也仍

有改善和發展關係的基礎和需要。兩國在經

貿、科技、人文、氣變等諸多領域合作空間

廣泛。在兩國高層引領下，不少積極因素也

正在不斷萌芽。

當前，經貿合作仍然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

和推進器。在經貿領域，中日間結構性互補

關係依然存在。海關總署數據顯示，日本是

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國、第二大出口對象國

和第三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

夥伴和進口來源地、第二大出口市場。中日

貿易總額連續多年穩定在3,000億美元以上，

中日經貿合作的發展勢頭依然強勁。

唯有合作共贏才是正途
中日互為近鄰，同為亞洲和世界重要國

家，但說到兩國關係總免不了要提到美國這

一重要的外部因素。下月20號，信奉「美國

優先」的特朗普將再度入主白宮。美日是同

盟國，日本在安全上倚仗美國。但在上個任

期時，特朗普曾獅子大開口，要求將駐日美

軍費用增加四倍。此次特朗普競選時已放

話，要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在應對單

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方面，中日顯然和世界上

大多數國家一樣，有着共同的利益訴求。

「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是中日

兩國間的重要共識，必須得到堅守。下一

步，中日關係要進一步改善發展，既要樹立

正確相互認知，妥善處理好歷史、台灣等重

大原則問題，也要進一步建設性拓展雙方間

的交流與合作。

中國的發展是世界的機遇，對日本等周邊

鄰國更是如此。中日經濟利益和產業鏈供應

鏈深度交融。「脫鈎斷鏈」、「小院高牆」

對誰也沒有好處，唯有合作共贏才是正途。

相信此次中日間的10項共識只是開始，期待

未來中日間有更多新「萌芽」破土而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

中日關係改善勢頭正在萌芽

●新修訂的科學技術普及法支持促進科普活動。圖為青少年早前
參與珠海長隆飛船樂園珊瑚奇境科普活動。 資料圖片

●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25日表決通過了增值稅法，將於2026年1月1日施行。圖為天津市和平區稅務局工
作人員早前指導納稅人進行小微企業增值稅留抵退稅操作。 資料圖片

文匯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