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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2月21日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
研讨班 21日下午在中共中央党校结业。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出席结业式并作总结讲话，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这
次专题研讨班为契机，深化认识、完善措施、加强领
导，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引向深入，推动全面
深化改革各项任务的落实。

研讨班期间，参加研讨班的全体学员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学习中
央领导同志专题报告，联系本地区本部门工作实
际，深入研讨、畅所欲言，进一步加深了对全面
深化改革重大意义、正确方向的认识，加深了对全
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历史背景、现实根据、丰富内
涵的认识，加深了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牵引和
带动其他各领域改革的认识，增强了履行职责、做
好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结业式上，研讨班10个小
组的代表分别发言，汇报交流了学习收获。

刘云山在充分肯定研讨班成果的基础上，对
深入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实践提出要求。他指出，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特别是在这次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
话，作为各级党委 （党组） 中心组学习和干部教
育培训的重要内容，深入领会讲话的重大政治意
义和理论意义，领会讲话提出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更好地用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要坚持按规律办事，既注重从总体上把握
各项改革的联系，又注重研究各领域改革的特
点，既用好已有的成功经验，又结合新的实际探
索新的办法。要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
对三中全会决定涉及的重大政策问题，要进行系
统梳理、深入研究；对工作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
题，要分析成因背景，找准症结所在，采取有效
办法加以解决；对深入推进改革中可能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要增强前瞻性、预见性，谋制胜之
策，打有准备之仗。

刘云山指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完成全面
深化改革任务，关键在落实。要紧紧抓住近期改
革重点，把握好时机、节奏、力度，对条件成
熟、形成共识的要加快推进，对需要探索的可先
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开，不失时机地推
进改革，做到蹄疾而步稳。要发扬认真的精神和
务实的作风，重实干、出实招、求实效，防止徒
陈空文、等待观望、急功近利。要加强调查研
究，总结基层经验，集中群众智慧，不断完善推
进改革的思路办法。要把开展好第二批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与全面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增强宗
旨意识，弘扬担当精神，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汇
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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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长沙2月 21日电 （记
者明星、袁汝婷） 海协会和台湾海基
会 21 日在此间达成 《加强协议执行
措施》。

会议双方就在协议执行中共同或
各自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其中关
于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双

方同意推动货物贸易和争端解决议题
早日完成商谈。关于两岸空运直航，有
关大陆旅游经台中转议题，大陆方面高
度重视，同意研究可行方案。关于两岸
海运直航，双方同意积极推动两岸驶上
驶下（滚装）船舶运输和车辆互通，并推
动简化通关作业程序。

海协会海基会

达成加强协议执行措施

本报北京2月 21日电 （记者赵
晓霞） 教 育 部 今 天 在 京 正 式 公 布
2013年293个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县 （市、区） 名单。

据介绍，过去一年来，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共对 22 个省份
申报的 325 个县（市、区）进行了材料

审核，对 293 个通过材料审核的申报
县（市、区）进行了实地检查。

据悉，通过督导评估，近两年共
督促地方追补义务教育经费 438 亿
元，其中追回“三个增长”欠拨经费
113 亿元，追回挤占挪用经费 9 亿
元，增拨经费316亿元。

地方追补义务教育经费438亿元

新华社北京2月 21日电
（记者王慧慧、张鹏雄）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 21 日表示，
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强
征“慰安妇”铁证如山，任
何旨在否认这一罪行的举动
都将遭到坚决反对。

在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
记者问，据报道，日本内阁官
房长官菅义伟20日称，将考虑
对作为“河野谈话”依据的“慰
安妇”证词重新进行验证。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强征“慰安妇”是
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期间对亚洲等受害国人民犯
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铁证如
山。日方任何旨在否认这一罪
行、为侵略历史翻案的举动都将
遭到广大战争受害国人民和国
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她说，中方严肃敦促日
方 正 视 和 深 刻 反 省 侵 略 历
史，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
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
有关历史遗留问题，不要在
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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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记者韩洁） 财政部21日发布消息，新疆于田
地震发生后，中央财政已拨付新疆应急救灾综合补助1.1亿元，用于受灾群众
转移安置和生活救济、受伤人员医疗救治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应急抢修等方面。

中央财政1.1亿拨付新疆抗震

2 月 19 日，由文化部和中国驻以色列
大使馆共同举办的“欢乐春节”系列活动
之少林武僧武术表演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苏
珊德拉剧院亮相，27 名少林武僧为观众奉
献了一场精彩演出。图为武僧在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 睿摄

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
学发布了 《2013年全球智库报
告》。在这份全球知名度最高
的智库榜单上，中国以 426 家
的数量位居全球智库排名第
二。在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上，“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
度”被正式写入 《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 决 定》。 此 前 的 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还就“建立
新型智库”作出过重要批示。

智库，这一在中国政治语

境中略显神秘的机构，正在逐
步引发外界瞩目。

●如何影响决策？

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中那句简短的“探索实行官邸
制”，来自于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汪玉凯领衔的课题组。汪玉
凯的另一个身份是智库中国行
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副会长，
关于官邸制的建议，就是该课
题组向高层提交的报告。

智库的神秘，很大程度上
源于其影响高层决策的能力。

以能将建议“直接送达总
理案头”的国务院参事室为
例，这一国务院下设的副部级
智库机构，其成员——国务院
参事，全部由总理聘任，享受

副部级待遇。参事室里一辆京
牌的公车，随时准备将参事们
的建议建言“直通中南海”。
除此之外，内参形式发行的

《国是咨询》，也成为参事发表
观点的重要途径。

在外界看来，隶属于外交
部管辖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外交部对外
事问题的认知，其权威性可想
而知。

201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报送各类研究报告 572 篇，
其中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

同志批示的就有 205 件次、圈
阅66件次。而在民间智库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席
高尚全那里，有从 1981 年到
2013年的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
示的建议书。

●民间智库不足

《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
示，排名榜首的美国拥有 1828
家智库，排名第二的中国在数
量上还不到前者的1/4，这显示
了两国在智库方面的差距。

不过，在这份美国占据绝
对优势的榜单中，中国有 6 所
智库进入全球前 100 名，分别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北京大学国际战略

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
亚洲智库的排名方面，中国社
科院蝉联第一位。

数量多、人员多，是目前中
国智库的特点之一。据统计，
我国现有研究机构 2500 多家，
专职研究人员 3.5万人、工作人
员 27 万人。其中，“智库型”研
究机构有2000家左右。智库的
分布，也具有不同的背景。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
中心近日发布 《2013中国智库
报告》，将我国的智库分为4个

系统：党政军系统、社科院系
统、高校系统和民间系统。其
中，党政军系统的智库占到
40%左右。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扬看来，智库已经成为一国
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成
为顶级智库，必须兼具独立
性、科学性和建设性。李扬认
为，中国智库目前存在的主要
问题，就是将学术研究与影响
决策相混淆，从而出现了功能
的混乱。

在专家看来，目前我国民
间智库发展的严重不足，与经
费来源、项目来源、成果上呈
通道、检验献策平台等方面的

“先天不足”有直接关系。这
些难题的破解关系到我国未来
智库是否能健康的全局。

■全球排行榜跃居第二

智库如何影响中国？
■全球排行榜跃居第二

智库如何影响中国智库如何影响中国？？

继继2020日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日北京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黄色预警””
后后，，2121日中午北京空气污染预警级别上调至日中午北京空气污染预警级别上调至““橙色橙色
预警预警”。”。根据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橙色橙色
（（预警二级预警二级））是指预测未来持续是指预测未来持续33天交替出现天交替出现““55级级
重度污染重度污染””或或““66级严重污染级严重污染”。”。

为何此轮雾霾持续时间如此之久为何此轮雾霾持续时间如此之久、、预计程度如预计程度如
此之严重此之严重？？专家认为专家认为，，一是地面回暖缓慢一是地面回暖缓慢，，静稳气静稳气
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短期难以显著改善短期难以显著改善。。二二
是北京市污染物快速积累是北京市污染物快速积累，，与偏南风导致的跨省市与偏南风导致的跨省市
区域输送有很大关联区域输送有很大关联。。

图为一名游客在一景点参观图为一名游客在一景点参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公公 磊磊摄摄

少林功夫亮相以色列少林功夫亮相以色列

据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乌克兰总
统亚努科维奇 21日与反对派领导人签署了
一份协议，以结束连日来的暴力冲突，解
决持续近3个月的乌克兰危机。

当天下午，亚努科维奇和祖国党、打
击党、自由党3个主要反对党领导人在总统
府签署了这一协议。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
和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见证了协议的签署。

乌克兰总统办公厅发表声明说，在协议
签署之后 48小时内，将通过、签署并颁布一
项法律以恢复 2004 年乌克兰宪法。双方宣
布在签字之时起 10天内联合组阁并成立民
族团结政府。协议规定宪法改革立刻开始
进行，并于今年9月结束，这项改革将平衡总
统、政府和议会的权力。根据声明，当局将
不实施紧急状态，当局和反对派放弃采取暴
力行动。乌议会将通过法律，免除2月17日
法律所适用的那些违法行为的责任。

去年 11 月下旬，乌克兰因政府决定暂
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而爆发政治危
机，政局持续动荡至今。据乌卫生部发布
的消息，自 18 日首都基辅爆发骚乱以来，
已有77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

乌各方签解决危机协议
议会恢复2004年宪法

●国际速递●●国际速递国际速递

本报记者 申孟哲

2014 年 2 月 21 日，达赖再次偷偷
溜进美国白宫地图室，与奥巴马进行
所谓的“非正式会见”，上演了一出新
的反华闹剧。

此时此刻，达赖与美国总统见面，
不能不使人想到3月这个西藏历史上
的特殊月份。1959年 3月 10日，西藏
封建农奴主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
装叛乱，失败后，达赖逃亡国外。此
后，每年 3月 10日，达赖集团都借机
煽动闹事，制造分裂破坏活动。2008
年3月，达赖集团组织策划煽动拉萨

“3·14”打砸抢烧暴力事件。而今年
藏历新年，又恰逢3月2日。特别需要
强调的是，每年3月中国都举行人大、
政协“两会”，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
中的年度大事。在即将进入 3 月之
际，达赖不顾年迈体衰，跑到美国与奥
巴马见面，不禁令人想起一句俗话：

“夜猫进宅，无事不来”。
达赖集团叛逃国外后，为实现所

谓的“西藏独立”，一方面，对西藏采取
武装袭扰、渗透破坏、制造骚乱、煽动
闹事等手段，破坏西藏各族人民群众
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另一方面，通过
推动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利用各

种国际场合炒作西藏议题，频繁窜访
有关国家和地区，争取国际反华势力
支持，借机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企图
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从 1959 年至上世纪 70 年代末，
达 赖 集 团 赤 裸 裸 地 追 求 “ 西 藏 独
立”，不惜采取武装袭扰等各种极端
破坏手段。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
达赖集团以“中间道路”为包装，打
着“非暴力”的幌子，迷惑世人，图
谋分阶段实现“西藏独立”。无论达
赖集团如何变换手法，达赖集团推动
所谓“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图谋丝毫
没有改变。

一直以来，作为西方头号大国的
美国，始终是达赖集团的主要乞求对
象。美国出于其自身战略需要，把达
赖集团作为牵制、遏制中国的一颗棋
子，乐得接受达赖集团的投怀送抱。
达赖集团“挟洋自重”，自以为有世界
第一大国的撑腰，所谓的“西藏独立”
就会有“盼头”。事实上，美国出于一
己之利，在西藏事务上难以尽遂达赖
所愿。达赖集团因此屡受冷落，且常
如同“孤儿”般发点牢骚，但仍心甘情
愿为美国充当马前卒，供其驱使。

60多年来，达赖集团与美国相互
勾结、相互利用、相互支持，共同制造
了“西藏问题”国际化。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夕，美国
策动、支持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武力阻
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策划达
赖外逃未果。在 1959 年西藏发生叛
乱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科罗拉多
州专门为达赖集团训练特务，将他们
空投回西藏策划、参加叛乱活动，并为
叛乱武装空投武器。达赖外逃印度
时，身边就有这些人护送。

上世纪 60、70 年代，美国中央
情报局积极帮助达赖集团重建“四水
六岗卫教军”，资助印度与达赖集团
共建“印藏特种边境部队”，武力袭
扰中国西藏边境居民与边防部队，企
图用军事手段“打回西藏”。据中情
局文件，美国每年在西藏行动中花费
的资金高达170万美元。同时，操纵
联合国三次通过关于所谓“西藏问
题”的决议，妄图将纯属中国内政的
事务国际化。

70 年代后，中美关系得到改善。
美国减少对达赖集团的支持。但是，
就在中美建交的1979年，美国首次同

意达赖访美。
80年代以来，美国对达赖集团的

支持活动持续不断。至今达赖已数十
次窜访美国，多次受到美总统等政要
会见。1991年，美国总统布什会见达
赖，首开美总统会见达赖先例。1997
年，美国国务院开始设立“西藏问题特
别协调员”一职。

进入本世纪以来，美国加大了对
达赖集团的支持力度。2002年，美国
国会通过《西藏政策法案》。据此，国
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国会多次
举行关于“西藏问题”的听证会。美国
向达赖集团及达赖本人提供大量资金
支持，成为最大的“金主”。达赖集团
对美国的眷顾与支持感恩戴德，对美
国所需心领神会，投桃报李。

多年来，达赖集团千方百计借助
外部势力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企
图达到“西藏独立”的政治目的，其结
果只能是自绝于国家和人民，与包括
藏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渐行渐
远。个别国家利用达赖集团企图分裂
中国、遏制中国发展，违背时代潮流，
是不得人心的。

（新华社北京2月21日电）

达赖与美国又在上演反华闹剧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廉湘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