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隨着國力發展，中國在 「
走向大洋、維護海權」方面漸多主動作
為。最高法報告顯示，過去一年，中國
依法保護海洋權益，審結海事海商案件
1.6萬件。目前中國已成為全世界海事審
判機構最多、海事案件數量最多的國家
。最高法報告指出，中國將服務和保障
「一帶一路」、海洋強國等戰略實施，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海洋權益和其他核
心利益。為加強海事審判工作，中國將
建設國際海事司法中心。

海事管理更加透明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國際法教授余

民才告訴大公報，中國建設國際海事司
法中心，將令本地區海事管理與交流更
加公開透明和制度化。但在建設過程中
，中國還需要與本地區其他國家共同商
討，如此才能為他國所接受，同時避免
西方國家可能提出的無端指摘。

周強還特別提及2014年的 「閩霞漁
01971輪」船舶碰撞案。2014年9月24日，
中國漁船 「閩霞漁01971輪」在釣魚島海
域與一艘巴拿馬籍貨輪相撞，漁船受損

。廈門海事法院依法受理漁船船東提起
的訴訟，並最終以調解方式解決糾紛。
此案成為中國對釣魚島海域行使司法管
轄權的典型案例。周強指出，此案彰顯
中國對釣魚島海域的司法管轄權。

將增設巡迴法庭
在談及備受矚目的司法改革進程時

，周強表示，人民法院改革是一場深刻
的自我革命，力度、深度和難度前所未
有。2016年將全面推進以 「司法責任制」
為核心的四項改革試點，積極推進以 「
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增設最
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繼續推進跨行政
區劃法院改革。此外，力爭在2017年底建
成全面覆蓋、移動互聯的 「智慧法院」
信息系統。

最高法報告還鮮明提出，要堅持以
「人民呼聲」為第一信號，向 「執行難

」全面宣戰。尤其是加強信用懲戒，讓
失信被執行人寸步難行、無處逃遁。周
強表示，將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
「執行難」問題，破除實現公平正義的

最後一道藩籬。

華將建國際海事司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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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長周強13日在最高法工作報告中指出，人民法院改革是
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力度、深度和難度前所未有。2016年，最高法
將全面推進以「司法責任制」為核心的四項改革試點，積極推進以 「審
判」 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並將增設最高人民法院巡迴法庭。周強
還指出，目前中國已是世界上海事審判機構最多、海事案件數量最多
的國家，為加強海事審判工作，今年中國將建設國際海事司法中心。

兩高審結暴恐案逾千宗
【大公報訊】記者賀鵬飛北京報

道：危害國家安全、暴力恐怖犯罪案
件歷來是 「兩高」偵辦審理的重點，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表示，去年內
地各級法院共審結此類案件1084件，判
處罪犯1419人。他亦表示，去年各級法
院嚴懲危害國家安全、暴力恐怖犯罪
，積極參與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鬥爭
，加大對煽動分裂國家、組織領導參
加恐怖組織、傳播暴力恐怖音視頻等
犯罪的打擊力度。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
工作報告中指出，去年各級檢察機關
堅決貫徹國家安全法，依法嚴懲暴力

恐怖犯罪。
除深入部署檢察機關保障新疆、

西藏長治久安工作，嚴打暴恐活動外
，最高檢去年還開展了打黑除惡等專
項工作，堅決懲治嚴重暴力犯罪，起
訴故意殺人、搶劫、綁架、放火等犯
罪73792人；起訴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2027人。

周強與曹建明均提到，今年將深
入實施國家安全法、反恐怖主義法，
堅決打擊敵對勢力滲透顛覆破壞、暴
力恐怖、民族分裂和極端宗教活動等
犯罪，嚴懲個人極端暴力犯罪，堅決
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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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13日下午在出席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
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強調，把創新
擺在我軍建設發展全局的重要位置，靠改
革創新推動國防和軍隊建設實現新跨越，
是決定我軍前途命運的一個關鍵，必須全
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堅持戰鬥力標
準，下大氣力抓理論創新、抓科技創新、
抓科學管理、抓人才集聚、抓實踐創新，
以重點突破帶動和推進全面創新，不斷開
創強軍興軍新局面。

會上，8位代表分別就國防科技創新
、新型作戰力量建設、創新理論武裝、新
型陸軍作戰能力建設、創新人才培養、戰
略通道建設、軍隊管理創新、軍民融合深
度發展等問題提出了意見和建議。

代表發言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我國發展的迫
切要求，必須擺在突出位置。創新能力是
一支軍隊的核心競爭力，也是生成和提高

戰鬥力的加速器。攻克制約我軍建設和改
革的突出矛盾，需要以創新的思路辦法攻
堅破難。各級領導要帶頭解放思想、實事
求是、與時俱進，推動創新、支持創新、
引導創新，實現國防和軍隊建設更高品質
、更高效益、更可持續的發展。

習近平強調，我軍必須高度重視戰略
前沿技術發展，通過自主創新掌握主動。
要抓緊搞好創新性、突破性成果轉化運用
，把創新成果轉化為實實在在的戰鬥力。

習近平強調，人才是創新的核心要素
，加緊集聚大批高端人才是推動我軍改革
創新的當務之急。要積極創新人才培養、
引進、保留、使用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
，以更加開放的視野引進和集聚人才，努
力培養造就宏大的高素質創新型軍事人才
隊伍。習近平指出，要把軍隊創新納入國
家創新體系，大力開展軍民協同創新，探
索建立有利於國防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
推進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會議結束時，習
近平親切接見來自基層部隊和教學科研一
線的部分軍隊人大代表。

習：創新戰略推動強軍

兩高報告新形式
圖文並茂獲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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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作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 新華社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周琳北京報道

維護國家權益 服務一帶一路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司法是人權最堅實的保障，在今年的
「兩高」報告中，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

顯。 「兩高」報告顯示，2015年，最高
法加強審判監督，各級法院再審改判刑
事案件1357件，一批重大冤錯案得到糾
正，另有1039名被告人依法被宣告無罪
。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得到
落實，司法文明得到充分彰顯。

最高法報告顯示，去年各級法院對
667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372名自訴案件
被告人依法宣告無罪，確保無罪的人不
受刑事追究。此外，1357件刑事案件經
再審改判，其中陳滿故意殺人放火案等
一大批重大冤錯案件得到依法糾正。

最高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報告中
也指出，2015年，檢察機關對最高檢不
應立案而立案的，督促撤案逾1萬件；
對不構成犯罪或證據不足的，決定不批
捕逾13萬人、不起訴逾2.5萬人。此外
，檢察機關還對認為確有錯誤的刑事裁
判，提出抗訴6591件。

最高檢報告提出，2016年將加強偵
查監督，研究建立重大疑難案件偵查機
關聽取檢察機關意見和建議制度，健全
對刑事拘留和公安派出所刑事偵查活動
監督機制。

最高法報告則指出，今年將健全死
刑覆核法律援助制度，進一步加強人權
的司法保護。

糾正冤錯案 千宗改判

近年改判冤錯案
案件

原判
結果

改判
結果

陳滿
故意殺人放火案

1994年陳滿被
以故意殺人罪、
放火罪判處死刑
緩期二年執行

2016年2月，陳
滿無罪釋放

錢仁風
投放危險物質案

2002年錢仁風
被以投放危險物
質罪判處無期徒
刑

2015年 12月，
錢仁風再審判決
無罪

楊明
故意殺人案
1996年楊明
以故意殺人
罪被判處死
刑緩期二年
執行
2015 年 8 月
，楊明再審
判決無罪

陳夏影
綁架案

1998年陳夏
影被以綁架
罪判處無期
徒刑

2015年5月
，陳夏影再
審判決無罪

深圳滑坡事故查18公務員
【大公報訊】記者唐剛強北京報道

：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在13日的工作報告
中指出，2015年加大了打擊安全生產領域
犯罪力度，去年最高檢與最高法共同頒
布了辦理危害生產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
律問題的解釋。完善同步介入事故調查
處理機制，起訴重大責任事故犯罪2199人
，查處事故所涉及職務犯罪823人。在加
大打擊安全生產領域犯罪力度方面，提
及天津港爆炸事故和深圳光明滑坡事故
兩個案例。

曹建明指出，在深圳滑坡事故發生
後，查辦涉嫌瀆職犯罪的國家機關工作
人員18人，以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等批准
逮捕事故相關責任人35人。

曹建明說，在天津港特別重大火災
爆炸事故發生後，檢察機關迅速介入調
查，分別以涉嫌玩忽職守罪、濫用職權
罪、受賄罪，對天津市交委原主任武岱
等25人立案調查。此外，還對公安機關立
案的瑞海公司主要負責人于學偉等22人
依法批准逮捕。

【大公報訊】記者張
寶峰北京報道：拿到今年
的兩高報告，大公報記者
發現，它們明顯 「變厚」

了。變厚的原因令人 「眼前一亮」：各
種詳細的圖表、代表委員的建議辦理情
況、法檢系統工作圖示，都讓人倍感 「
貼心」；而一個個標註着 「歡迎您掃一
掃」的動畫視頻二維碼、一幅幅生動可
愛的卡通人物形象，更讓一向 「高冷」
的兩高報告變得 「萌萌噠」。

在採訪過程中，很多代表委員都對
兩高報告這種 「圖文並茂」的形式點讚
。一位來自遼寧的代表就告訴大公報，
這種生動的表現形式更易於人們了解司
法工作的內容，進而有利於代表委員參
政議政與履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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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讀最高法工作報告
2015年各級法院履職情況

刑
事
案

審結一審刑事案件 109.9萬件
判處罪犯 123.2萬人

暴
恐
案

審結危害國安、
暴恐犯罪案件

1084件

判處罪犯 1419人

行
賄
案

加大對行賄犯罪打擊力度

判處罪犯 2495人

洗
冤
案

加強審判監督，糾正陳滿案等冤錯案

再審改判刑事案件 1357件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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