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十
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8日舉行第二次全體會
議。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趙樂際委員長向
大會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談及今後一年
工作時，趙樂際表示，將落實深化立法領域改
革要求，預安排審議34件法律案，包括制定民
營經濟促進法、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修改村
民委員會組織法、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對
外貿易法、國家賠償法等，繼續推進生態環境
法典編纂工作。此外，報告還提出，將圍繞人
工智能、數字經濟、大數據等新興領域加強立
法研究。
趙樂際表示，202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加強重

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深入推進

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高質量立
法保障和服務改革發展。一年來，共審議法律
案39件，制定法律6件，修改法律14件，作出
有關法律問題和重大問題的決定4件。

將預安排審議34件法律案
在立法工作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

指出，今後一年，將預安排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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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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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推進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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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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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法。
此外，還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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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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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加強涉外領域立法，
修改海商法、對外貿易法、仲裁法。啟動法律

清理工作。指導地方探索區域協同立法。

最高法審結涉新興產業案件逐年攀升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日聽取和審議的最高人

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指出，最高法知識產權法庭
成立6年來，審結技術類知識產權上訴案件近2
萬件，其中涉戰略性新興產業案件數量和佔比
逐年攀升，2024年達1,233件，佔32.3%。依
法妥善審理涉人工智能糾紛案件，支持人工智
能依法應用；懲治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侵權行
為，促進規範有序發展。在針對人工智能領域
的立法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指出，
在2025年將圍繞人工智能、數字經濟、大數據
等新興領域加強立法研究。

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圍繞AI等新興領域加強立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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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工作報告用大篇幅介紹法院服務建設法治化
營商環境。張軍表示，法院堅持和落實「兩個毫

不動搖」，對國有、民營等各類所有制經濟，做到合法
權益依法平等保護、違法犯罪一律依法懲治。2024年審
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職務侵佔犯罪案件8,474件
10,873人，同比增長25%。法院還立足審判為依法經營
企業增信，深化落實「知假買假」司法解釋。他進一步
舉例說，廣東東莞法院會同金融機構分析涉訴中小科創
企業守法經營與資信情況，助力17家科創企業成功申報
「科技成果轉化貸」1.1億元（人民幣，下同）。
應勇在談到檢察機關着力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時介
紹，去年依法懲治民營企業關鍵崗位工作人員腐敗犯
罪，起訴3,298人。針對履職發現的小過重罰、小額
濫罰問題，向行政執法機關提出檢察建議519件。加
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檢察履職，服務構建全國統

一大市場。

再審糾正產權冤錯案46件72人
近年來，違規異地趨利性執法問題備受關注，辦案

機關以執法辦案為名跨省抓捕，違規罰沒財物，謀取
經濟利益，嚴重侵害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被指為
「遠洋捕撈」式執法。張軍表示，法院依法保護企業
和企業家合法權益。加強對違規異地執法、趨利性執
法案件的審查，嚴防以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去年
依法再審糾正涉產權冤錯案件46件72人，改判13人
無罪。同時，嚴懲對企業造謠抹黑、敲詐勒索等犯
罪，出台司法解釋，規範大企業及時支付賬款。

起訴破壞市場經濟秩序犯罪增13%
應勇表示，檢察機關依法平等保護各類經營主體合

法權益，加強對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的監
督，堅決糾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違規異地
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等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督辦
31件重點案件。去年運用法治力量穩預期、強信心、
促發展，起訴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犯罪13.7萬
人，同比上升13%。

檢察機關將參與規範涉企執法專項行動
對於如何破解「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張
軍明確表示，依法平等保護國有、民營、外資等各種
所有制企業產權和自主經營權，促推法治經濟、信用
經濟建設。
應勇亦在報告中指出，2025年檢察機關將積極參與
規範涉企執法專項行動，開展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
執法司法專項監督。

◀ 最 高 人
民法院院長
張軍作最高
人民法院工
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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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兩會報道）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8日上

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分別向大會作工

作報告。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法治護航民營經濟發展同為兩份報告的重要內容之一。張軍

強調，對各類所有制經濟做到合法權益依法平等保護、違法犯罪一律依法懲治。應勇則提

到，堅決糾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等問題。值得關

注的是，兩份報告均對「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問題作出部署。最高法報告披露，

2024年依法再審糾正涉產權冤錯案件46件。最高檢報告亦披露，2024年督辦涉趨利性執法

司法等重點案件31件。

兩高報告提及的重要案件
（部分）

最高法：
●足球領域系列腐敗案

2024 年，足球領域系列腐敗案相繼開
庭。國家體育總局原副局長杜兆才被判處
有期徒刑十四年、中國足球協會原主席陳
戌源被判處無期徒刑、中國國家男子足球
隊原主教練李鐵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
年。

●余華英拐賣兒童案

1993年起，余華英與同夥陸續拐賣17名
兒童，導致多個家庭破裂，親情撕裂。17
名兒童來自12個家庭，其中有5個家庭均
被余華英一次拐走2個孩子，還有的孩子
被她拐走後中途遺棄。經最高法核准，
2025年2月28日，余華英被執行死刑。

●未滿14歲學生殺害同學案

2024年3月10日，河北邯鄲肥鄉區北高
鎮張莊村3名初中生霸凌同學王某某，將
其殘忍殺害並掩埋屍體。找到屍體後發
現，受害者已面目全非。案件於2024年
12月30日公開宣判，對被告人張某某以
故意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
終身；對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有
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馬某某依法不予刑
事處罰。

最高檢：
●檢察機關對緬北明家犯罪集團提起公訴

緬北明家犯罪集團及關聯犯罪集團成員大
肆實施針對中國境內公民的跨境電信網絡
詐騙等犯罪，2024年12月，浙江溫州檢
察機關依法對該犯罪集團成員明國平、明
珍珍等39人提起公訴。

●核准追訴外逃27年「紅通人員」

2022年，外逃27年的「紅通人員」屈健
玲在境外落網並被遣返回國，對於這起已
過追訴時效的案件，最高檢依法核准追
訴，並於2024年1月由廣州檢察機關提
起公訴。

●最高檢抗訴馬某搶劫案

2024年12月，由最高檢向最高法提出抗
訴的甘肅馬某搶劫案再審宣判，馬某的罪
名從盜竊罪改為搶劫罪，刑期由十年改為
死緩。該判決作出時，距離馬某刑滿釋放
還剩8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今年兩會「雷總」是又火了
一把，就連我剛上初中的妹妹

都被圈粉了，一直追問「姐姐你看到雷總了麼」，
這令我着實有些壓力了，其實會場裏無論是內地記
者、外國記者還是香港記者，許多鏡頭都聚焦在雷
軍身上，但無數個鏡頭聚焦的、「出圈」的短視頻
背後又是什麼呢？
我想，鏡頭對準的不只是雷軍和他的小米，更是
千千萬萬個中國的民營企業家，也是他們掀起的一
浪接一浪的「中國智造」創科熱潮，杭州「六小
龍」、DeepSeek、《哪吒2》哪樣不是深入人心的
震撼和感動，就像有外國記者說的，中國的科技創

新，不只是影響本地，更開始影響世界。
在雷軍「出圈」的背後，我們也欣喜地看見，愈
來愈多的青年看到創新的力量、堅持的力量、中國
的力量，這也讓我不禁想起，以前科技愛好者們會
等到深夜凌晨看一場跨時區的蘋果新產品發布會，
現在我們同樣會等待觀看小米等種種科技公司的發
布會，大家對科技的熱愛沒有變，有所改變的是，
我們與發布會已在同一個時區。
更多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被看見、更多中國民營
企業家奮發向上、堅持突破的故事被看見，由此我
們也能夠預見，在不遠將來越來越多的中國新時代
青年有自信、有能力將在科技創新領域的不斷突

破，一句話共勉，「我們都還太年輕，乾坤未定，
我們定能走出自己的路。」這也是我看完《哪吒
2》後的感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康敬兩會報道

當「雷總」們成為話題人物
記者手記

昨日公布的兩高工作報

告，在2024年工作回顧及今

年工作安排中，都將治理違

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作

為重要一項。司法機關合力亮劍，整治「遠洋捕撈」

問題的堅決態度與行動，贏得了代表委員們的肯定。

過去兩年間，涉企違規異地執法與趨利性執法問題

呈現多發態勢，嚴重破壞了法治化營商環境。自2023

年以來，近萬家企業遭遇異地執法，其中90%以上為

民營企業。全國政協委員、民盟四川省委會副主委、

四川恒和信律師事務所主任李正國提供的上述統計數

據可謂觸目驚心。

「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門出於經濟壓力，將執

法行為異化為獲取收入的手段，嚴重損害了法治的公

正性和權威性。」身為民營企業家，全國人大代表、

德力西集團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對此直言不諱，「亂罰

款、亂檢查、亂查封等現象頻發，甚至對外地企業尤

其是民營企業進行無理刁難」。

正因為上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2月在民營企業座

談會上強調，要強化執法監督，集中整治亂收費、亂

罰款、亂檢查、亂查封，切實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和民

營企業家合法權益。李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

明確指出，要開展規範涉企執法專項行動，集中整治

亂收費、亂罰款、亂檢查、亂查封，堅決防止違規異

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

全國人大代表、浩天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會議主席朱

征夫認為，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對趨利性

執法有法律監督職責。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最高

檢工作報告在附件中專門提及督辦涉趨利性執法司法

重點案件等31件。2024年專門針對違規異地執法、

違法適用強制措施以及超權限、超範圍、超數額、超

時限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等突出問題，確定31件重點

案件，截至2025年2月，已辦結21件。由此足見檢

察機關對治理「遠洋捕撈」等問題的重視。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台律師事務所主任皮劍龍建

議，要加強對執法行為的監督，特別是對罰沒收入異

常增長、大量異地執法、大額頂格處罰等情況進行審

查核實，確保執法行為合法合規。應加強和規範行政

執法監督工作，使得對日常行政執法的監督、對違規

異地執法的糾治有法可依。同時，加快建立統一的執

法監督網絡平台，建立健全投訴舉報、情況通報等制

度，對趨利性異地行政執法予以嚴厲查處。

此外，為了從根本上解決趨利性執法問題，不少代

表委員建議， 落實執法部門「收支兩條線」制度，

確保執法過程中的財物統一進入上級政府掌控的國

庫，從而切斷「執法-獲利」的利益鏈條。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

經濟，在制度設計上完善各方持份者的合法激勵機

制，對政府權力進行法律約束，從源頭治理涉企執法

亂象，才能更好地激發市場活力，讓更多企業輕裝上

陣，提振經濟內生動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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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合力亮劍 護航民企輕裝上陣

◀ 雷 軍 在
參加北京代
表團團組會
議時貓腰疾
走的畫面成
為社交媒體
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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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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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