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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24 日的决定：

一、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

二、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三、免去王志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

任命阴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

四、免去刘昆的财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蓝佛安为财政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23 年 10 月 24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十四号

为了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保障重点领域

重大项目资金需求，发挥政府债券资金对稳投资、扩内需、

补短板的重要作用，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健康发展，第十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授权国务

院在授权期限内，在当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包括一般

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的 60%以内，提前下达下一年度

新 增 地 方 政 府 债 务 限 额 。 授 权 期 限 为 决 定 公 布 之 日 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根据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需要，

国务院在每年第四季度确定并提前下达下一年度部分新增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具体额度。提前下达的分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情况，及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提前

下达的新增政府债务限额编制预算，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批

准后执行，并及时向下级人民政府下达新增政府债务限额。

下级人民政府依照经批准的限额提出本地区当年政府债务

举借和使用计划，列入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报省级政府备案并由省级政府代为举借。

在每年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的预算

报告和草案中，应当报告和反映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的规模和分省、自治区、直辖市下达的情况。预

算报告和草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国务院及时将

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下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

政府新增债务规模应当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

国务院应当进一步健全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采

取有效措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不得突

破批准的限额，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更好发挥政府

债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国务院地方政府债务主管

部门及相关部门要督促地方加强项目储备和前期论证，优化

项目申报、审批流程，保证审批质量，提升审批效率，确保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后，资金及时使用，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国务院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决定

（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听 取 了 财 政 部 副 部 长 朱 忠 明 受 国 务 院 委 托 作 的 关 于 提 请

审议增发 2023 年国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

救灾能力以及调整 2023 年中央预算的议案的说明，审查了

《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发 2023 年国债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及调整 2023 年中央预算的议

案》，同 意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财 政 经 济 委 员 会 提 出 的 审 查

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增发国债和 2023 年中央预算调

整方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
增发国债和 2023年中央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

（2023 年 10 月 24 日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本报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黄

庆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委员长会议 24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

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鹰作的关于海洋

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修改稿审议情况

的汇报，关于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修改

稿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有关草案表

决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刘奇作的关于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环境与资源

保护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4 个专门

委员会的代表议案审议结果报告等拟

提请表决事项审议情况的汇报。

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等交

付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

闭幕会表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王东明、肖捷、郑建邦、丁仲礼、郝明金、

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

庆伟、洛桑江村、雪克来提·扎克尔出席

会议。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五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将海洋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等交付常委会会议表决

赵乐际主持

本报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黄

庆畅）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4 日下午主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闭幕会。在会议完成有关

表决事项后，赵乐际作了讲话。

赵乐际说，会议共审议 10件法律和

决定草案，通过其中 3件；作出 1项决议；

听取审议 7 个工作报告和 2 个执法检查

报告；审议通过 4 个专门委员会关于代

表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决定批准或加

入 5件国际条约等，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赵乐际指出，会议审议通过的爱国

主义教育法，对于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

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新修订的海洋环

境保护法，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

更坚实的法治保障。有关方面要做好

学习宣传、实施准备工作，抓紧制定出

台配套规定和保障措施，确保法律全面

有效实施。会议对粮食安全保障法草

案、慈善法修正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

议，对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保守国

家秘密法修订草案、传染病防治法修订

草案、关税法草案、文物保护法修订草

案进行了初次审议。要认真研究审议

意见，进一步把草案修改完善好。

赵乐际指出，会议审查批准了国务

院增发国债和 2023 年中央预算调整方

案。有关方面要积极有序做好国债发

行和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统筹规范高效

使用财政资金，加强绩效管理和财会监

督、审计监督，管好用好每一笔资金。

会议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部

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要加快新

增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加强全流程

管理，保障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切实防

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赵乐际指出，会议听取审议了“一

府两院”关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执法司法工作情况的三个报告并开展

专题询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用法治力

量助推美丽中国建设。会议听取审议

了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关

于 2022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综合报

告和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

报告、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的报

告，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会

议听取审议了湿地保护法、科学技术进

步法执法检查报告。要严格遵循“依

法”原则开展执法检查，督促有关方面

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完善制度。

赵乐际指出，会议印发了关于全国

人大以常驻观察员身份加入中美洲议

会有关情况的书面报告。这是在党中

央领导下涉台外交斗争的重大突破，再

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是大势所趋、人心

所向。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是国家总体

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下，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和特点

优势，进一步增强人大对外交往的主动

性、针对性、有效性，更好服务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

赵乐际主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会并讲话

本报北京 10月 24日电 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 24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郑建邦主持并监誓。

刚刚闭幕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决定任命阴和俊为科技

部部长，蓝佛安为财政部部长。根据宪

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

誓制度的决定，上述人员依法进行宪法

宣誓。

全国人大机关、科技部、财政部有

关负责同志参加了宣誓活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本报北京 10 月 24 日电 （记者黄

庆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4 日上午同列席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

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

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重要论述，认真履行

代表职责，在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

之志、实践报国之行方面作表率。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本次常委会

会议审议的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就加

强 新 时 代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提 出 意 见 建

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

流。他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

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四个自信”，构筑

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共同

精神支柱和强大精神动力。本次常委

会会议审议的爱国主义教育法草案，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总结新时代爱国主

义教育成果和经验，为传承和弘扬爱国

主义精神提供法治保障。

赵乐际强调，要坚持爱国和爱党、

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人大代表要厚

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党对人大工作

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忠

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履职尽责，不辜

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赵 乐 际 指 出 ，要 把 爱 国 热 情 转 化

为 干 事 创 业 、担 当 作 为 的 实 际 行 动 。

人大代表要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作为不懈追求，发挥来自人民、

扎根人民的特点优势，当好党和国家

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立足本职，甘

于奉献，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群众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家发展

战略。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积极参与

立法、监督等各方面工作，助力经济社

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配合做好爱

国 主 义 教 育 法 等 相 关 法 律 的 宣 传 普

及，从代表角度讲好爱国故事、立法故

事。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旗帜鲜明反对分裂，推动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赵乐际强调，要为推进文化自信自

强贡献力量。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不断涵养爱国主义

精神。围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入调查研

究，结合职能职责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

议。提升传统文化修养，感悟和传承齐

家报国、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将爱国

主义精神体现到工作和生活中。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重要论述 履行代表职责实践报国之行

免去李尚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免职的名单
（2023 年 10 月 24 日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部长职务。

二、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职务。

三、免去王志刚的科学技术部部长职务；

任命阴和俊为科学技术部部长。

四、免去刘昆的财政部部长职务；

任命蓝佛安为财政部部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的名单
（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一、免去王晓东的最高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二、任命马岩为最高人民法院刑事

审判第二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职务。

三、任命陈鸿翔为最高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第三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

院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

四、免去林文学的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职务。

五、任命高晓力（女）为最高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职务。

六、任命沈红雨（女）为最高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

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职务。

七、免去刘竹梅（女）的最高人民法

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八、任命吴兆祥为最高人民法院环

境资源审判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

院第六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

九、任命于厚森为最高人民法院第

三巡回法庭副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

院行政审判庭庭长职务。

十、任命耿宝建为最高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庭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法庭副庭长职务。

十一、免去王振宇的最高人民法院

第四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

十二、任命杨永清为最高人民法院

第四巡回法庭副庭长，免去其最高人民

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职务。

十三、任命张新庆为最高人民法院

立案庭副庭长、审判员。

十四、任命杜军为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

十五、免去赵晋山的最高人民法院

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长职务。

十六、免去孙长山的最高人民法院

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职务。

十七、任命王培中、马新健、王倩（女）、

潘效国、牟丹（女）、郑晔、王晓如（女）、林勤

（女）、梁琼（女）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

十 八 、免 去 胡 晓 晖 、陈 健 、兰 丹 丹

（女）的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新华社北京 10月 24日电）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任 免 名 单
（2023年 10月 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刘少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
（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

定：批准 2019 年 7 月 31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北京签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

条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哥伦比亚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决定

（2023 年 10 月 24 日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

定：批准 2018 年 9 月 2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北京签署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里求斯共和国引渡条约》。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 员 会 关 于 批 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毛里求斯共和国引渡条约》的决定

（2023 年 10 月 24 日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

定：批准 2002 年 12 月 9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纽约签署

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

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枪支议

定书》）。同时声明：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枪支议定书》第十六条第二款

规定的约束。

二、关于《枪支议定书》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国内

制定更为严格的法律规定，以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

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行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
及 其 零 部 件 和 弹 药 的 补 充 议 定 书》的 决 定

（2023 年 10 月 24 日 第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民 代 表 大 会 常 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

定：批准 2010 年 6 月 8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伊斯坦

布尔签署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及其人

员、成员国代表特权与豁免公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
措施会议秘书处及其人员、成员国代表特权与豁免公约》的决定

（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

加入 2020年 2月 28日在吉隆坡通过的《国际航标组织公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加入《国际航标组织公约》的决定
（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10 月 23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六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21 日，受

国务院委托，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情况的报告。

2014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了

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

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报告显示，

2014 年以来，分五批指导 29 个省份启

动了高考综合改革，形成了分类考试、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

健全了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

的体制机制，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

生制度基本建立。

对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进展及

成效，具体来讲包括：改进招生计划分

配方式，推动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公平；

改革中小学招生方式，着力破解择校难

题，实现与“双减”政策同向同行；改革

高考考试科目和评价方式，引领高中育

人方式变革；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实

现从“考知识”向“考能力素养”转变；优

化招生专业结构，探索基础学科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范式；建立完善职教高考制

度，推进技术技能人才分类考试、分类

选拔；改革考试招生管理机制，扎实推

进依法治考、依法治招。

报告明确，总体看，这次改革把促

进学生健康发展、科学选拔各类人才、

维护教育公平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

持立德树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

化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对考试招生制度

进行了一次整体性、系统性改革。一是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从考试科目的设置

到考试内容的改革，全面体现对考生德

智体美劳的考查，更好地引导中小学实

施素质教育。二是坚持正确育人导向，

对学生评价从单一的分数转向综合评

价。新高考建立了“两依据一参考”的

评价体系，既考查知识基础和思维能

力，也关注学生平时学习成长情况，培

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三是坚持因材施

教，引导学生结合兴趣特长个性发展。

四是坚持能力导向，注重培养学生适应

未来社会的思维品质和关键能力。五

是坚持公平公正，以招考的公平更好促

进教育公平。

报告指出，当前，高考改革与党中央

建设教育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

质量的要求和人民群众希望接受更好教

育的期待相比，还面临着一些新形势和

新挑战。比如，中西部地区高考综合改

革保障有待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育人

方式改革有待进一步深化，考试招生相

关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高考改革的外

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对此，报告提出

下一步工作考虑：稳步提升中西部地区

改革保障能力，深化普通高中育人方式

改革，深化中高考考试内容改革，深化高

中综合素质评价改革，完善职教高考的

形式和内容，加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培

养，强化高考改革外部环境治理。

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显示

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基本建立
本报记者 亓玉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