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去行政化 大步走

岁月沧桑，甲子轮回。
120年前的甲午海战，北洋水
师全军覆没，大清帝国从此
坠入万丈深渊，割地赔款、
丧权辱国、民生维艰。

享誉世界的伟大海军战
略理论家马汉曾指出“所有
大国的兴衰，其决定因素，
都 在 于 是 否 拥 有 强 大 的 海
权，能否控制海洋。”当马汉
的“海权论”诞生，西方列
强以及日本争相学习时，清
政府却不知马汉为何人，海
权为何物。“甲午之战，胜负
早 已 在 较 量 之 前 ， 战 场 之
外。”

数千年来，中国对外战
略受到中原农耕文化的严重
束缚，向东忽视海洋，向西
惧怕沙漠，战略重心长期桎
梏 在 黄 河 、 长 江 中 下 游 一
带，以至于“郑和之后竟无
第二个郑和”。从明朝中后期
的“片板不许入海”，到清朝

“沿海居民内迁 50 里”，五千
年的文明古国，400余年的闭
关禁海，悲从中来。

痛定思痛，以史鉴今。
当前，世界各国都纷纷制定
或调整海洋发展战略，加快
海上力量建设并采取一系列
先发制人的行动，通过加强
对海洋的有效控制不断拓展
利益空间。少数有先发优势
的海洋强国凭借其海上力量
优势，对我实施战略围堵的
意图非常明显，全球范围的

“蓝色圈地”运动给我国未来
的生存发展空间带来无法回
避的严峻挑战。

习近平强调指出，“建设
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做好应对各
种复杂局面的准备，提高海洋维权能力，
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近年来，我国蓝
色国土建设和海洋事业发展迅速，从“蛟
龙”号下潜创世界新纪录，到首艘航母辽
宁舰出海，从海警局正式挂牌，到全海域
定期维权巡航，从亚丁湾护航，到海外撤
侨，从开发深海钻井平台，到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三沙市
的建立更是开辟了以行政治理宣
示国家主权的新路径。我们已经
在迈向海洋强国的大道上不断前
行。

今又甲午，殷鉴不远。从当
前形势看，中国拓展利益空间的
出路在海上，中国未来的安全威
胁也在海上；中国引进先进技术
和有益资源的门户在海上，中国
与海洋强国竞争和遭受其围堵掣
肘的主阵地也在海上。要清醒地
看到，如今我国海洋安全形势十
分严峻，东海波涛汹涌，南海风
高浪急，台海危机四伏。在钓鱼
岛、南沙群岛等主权维护问题
上，持久争端、矛盾重重。马六
甲海峡、宫古水道等战略大通
道，已成为我国的“海上生命
线”，马六甲海峡每天通过的船
只一半以上目的地是中国，但这
个海上咽喉要道却被个别大国实
际掌控，严重影响我国的政治、
经济和安全利益。

历史反复证明，要成为一个
世界强国，绕不过从海洋大国走
向海洋强国这个步骤。值得庆幸
的是，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
洋强国的战略决策，巩固海防、
维护海权、经略海洋，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第一次明确地
与海洋强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再逢甲午，知耻后勇。无争
的史实告诉我们，海洋安全不是
让出来的。成为海洋强国，应有
一支强大的海军。当今时代，海
军依然是衡量一国军事力量的重
要标志，建设与我国地位相称的
强大海军，刻不容缓，势在必
行。

（作者为南京军区联勤某分
部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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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10月份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召开前2个月就早早定下了主题：依法治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无论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方案、最高法日前

公布的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等总体性司法改革计划，还是废除劳教制度、试点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
物统一管理、推进诉讼与信访分离等具体措施，都显示出中央的改革力度与决心。

从去年12月起，全国7省市就已启动法院内部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试点；今年6月，上海、广
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分布于东、中、西部的省市，又成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试点。这场
被称为“史上力度最大”的司法体制改革，正在全国徐徐拉开大幕。

本报记者 申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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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8月8日电（记者高立、韩洁） 中
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 日发布的 2013 年年度报告
称 ， 中 投 公 司 境 外 投 资 业 务 全 年 净 收 益 率 为
9.33％。这是中投公司成立以来发布的第六份年报。
去年，中投公司境外投资组合中，公开市场股票和
长期资产的占比居前两位，分别为40.4％和28.2％。

去年

中投境外投资收益率 9.33％

8月8日，2014南京青奥会进行“共筑未来线”实体火炬传递，45名火炬手在南京东水
关至集庆门城墙上进行火炬传递。图为第一棒火炬手平鑫宇在明城墙上传递火炬。

新华社记者 韩瑜庆摄
林丹在中华门城墙段传递

火炬。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林丹在中华门城墙段传递

火炬。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南京街头的青奥吉
祥物“砳砳”。

（人民视线）

8月8日，海军新型护卫舰泉州舰入列命名授旗
暨继承“海上猛虎艇”荣誉称号仪式在厦门某军港
举行。这标志着第四代“海上猛虎艇”正式加入中
国海军战斗序列。 聂小龙摄 （新华社发）

新一代“海上猛虎艇”入列

据新华社广州 8 月 8 日电
（记者陈冀） 广州—澳门直升机
航线试运营 8 月 8 日取得成功，
不仅填补了穗澳间无空中航线的
空白，也是自广东省成为全国低
空空域管理改革首批试点省份以
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据悉，广州—澳门直升机航
线由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直升机分公司承运，使用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和澳门国际机场
起降，采用目视飞行方式，最高
飞行高度在300米以下，全程飞
行时间大约45分钟，预计9月底
正式运营。

据介绍，广州和澳门间目前

主要依靠陆路交通或水路交通工
具，广州前往澳门大约需要3个
小时，遇到客流高峰时，路程耗
时可能更长。穗澳两地空中航线
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
地经济、旅游和文化融合发展。

穗澳直升机航线的开通，为
两地乘客提供了一种新的交通方
式选择，使得穗澳两地间的海、
陆、空交通网络体系更加完善。
这对打造穗澳间半小时生活圈，
形成多层次、立体化交通方式，
促进两地经济、旅游、文化交流
合作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也将
为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注入
新的动力。

穗澳试营直升机航线

本报北京8月8日电（记者成慧） 记者8日从国
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获悉：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
实施5个月以来，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553.19万
户，同比增长 18.57%，注册资本 （金） 9.05 万亿
元，增长 58.61%。其中，新登记注册企业 160.61 万
户，增长 64.48%，注册资本 （金） 8.22 万亿元，增
长69.09%。

改革5个月以来

新注册企业

前7月

进出口总值

553.19万户

14.72万亿元

传 递 青 奥 圣 火传 递 青 奥 圣 火

我国选择6个省市进行司法体制改革试点。 人民视觉

““去行政化去行政化””的人员分类管理的人员分类管理

8个方面、45项具体措施——这是今年7月最高人
民法院出台《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的详尽内容。

在分析人士眼中，本轮司法体制改革中最明显的
标志，就是在司法中“去行政化”。

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常常承担
一些地方拆迁、卫生、招商引资等本职之外的工作；
同时，地方政府、上级法院对司法的“干预”，也成为
司法机构无法独立行使裁判权的根源。

司法改革的试点上海在此方面已有具体措施。比

如，在“法院人事管理改革”方面，今后将把法院人
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实
施分类管理。三类人员的员额配置，已按照 33%、
52%、15%的比例在探索实行——相较于以往动辄超过
1/3的占比来说，15%的行政人员比例，体现出非常明
显的压缩力度。

在此基础上，上海还将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
度，区别于一般公务员的职业保障体系。8 月初，上
海已经确定，将在 4所法院实行改革方案，明年一季
度在全市推行。

“司法和行政，本就是两种治理思路。”北京大学
法学院教授强世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核心是核心是““让审理者裁判让审理者裁判””

“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
庭长签发”。“四五改革纲要”中短短的一句话，在司
法界激起千层浪。

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看来，这句话
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思
路：“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以往常出现法官‘说了不
算’的情况，案件审理可能由审委会、法院的领导说
了算，不仅会影响司法独立性，也可能造成责任主体
不明确的情况，一旦发生冤假错案，追责起来也很困
难。”杨伟东告诉本报记者。

与法院类似，7 月 17 日，在成都市检察院的试
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方案获最高人民检察院批
准。该措施即是破除以往办案层层审批体制，突出检

察官的个人办案主体地位和执法责任，依法独立行使
检察权。

而在深圳盐田区，由法院人员、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大学教授、律师等人员组成的“主审法官遴选
委员会”已经开始工作。这一被写入最高法改革纲要
中的委员会，旨在建立新的法官遴选机制，破除以往
对法官人选的行政制约，保障相对独立性。

““力度最大的一次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改革

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
小荣看来，本轮改革，称得上是“历次司法改革中力
度最大的一次”。

从1999年第一个司法改革五年纲要公布至今，已
经过去了15年的时间。期间，最高法开始公开选拔法
官，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定例，大幅下调
了诉讼费用，收回了死刑复核权，直到十八届三中全
会，确立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责任制、省以下
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等基础性改革框架。

“这次改革最大的变化是涉及了体制问题。前三轮
改革主要是工作机制的改革，体制问题基本没有触
及。这次涉及体制问题，特别是人财物由省级法院统
一管理，这是体制上的一个重大变化。”贺小荣表示。

力度巨大的背后，是可能面对的实际问题。杨伟东
指出，如何确保改革“不打折扣”地实现，比如确保一线
法官的司法素质、防止年轻司法人才流失以及“法官惩
戒委员会”如何构成等，都还需要摸索与确定。

“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贺小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