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和国的法治历程中，有一些瞬间，
为世界铭记。

无论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颁布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是
1954 年的宪法，都是“写满人民权利的
纸”，至今依然是研究中国法的外国专家
不可不读的历史文献。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法研究中心主任本
杰明·利布曼记得，1978 年的中国，只有不
到 3000 个律师。也是从那时开始，在“有法
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
字方针之下，中国的法制建设走上快车道。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
授记得，1995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把“法治”
作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从“法制”

到“法治”，表明在中国，任何组织包括执政
党都必须服从法律。

《纽约时报》 记得，2001 年中国刚加
入世贸组织时，有不少人质疑中国能否履
行法律义务，“然而实践证明，中国在恪
守世贸组织规则方面相当努力。”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得，截至 2010 年
底，中国就有了现行有效法律 236 件、行政
法规 690多件、地方性法规 8600多件，已经
实现了“有法可依”的目标。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法治国家，是近
代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的理想，但实现这个
理想的过程非常困难和曲折。”郑永年认
为，今天中国的法治建设，“于国家、于社会
都会是一种互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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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入世贸组织到海外追逃贪官，从
反垄断到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一个法
治的中国，基于对法治精神的共同信仰，
与世界形成了默契。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除了让世界
更“富有”，还积极参与到规则的制定之中。
正如《华尔街日报》所总结的，一开始中国
表现得像是一个中小型经济体，只能去适
应国际贸易条款，如今中国已与美欧比肩。

据统计，截至2012年，新中国对外签
订的条约总数已经达到 2.2 万项。中国以
一种完全平等的资格，参与到国际事务
中，成为国际社会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

中国法律的公信力，也使得中国在海外
追贪时，获得了广泛支持。截至今年7月底，中

国已与38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还与51个
国家签订了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条约，
愿意与中国签约的国家数量仍在增多。

“法无禁止皆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职责必须为”，这几句挂在上海外高桥
综合服务大厅招牌上的话，成为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的鲜明特色。透明而可预期的法治
环境，吸引了外商井喷式的参与。这里所获
得的大量投资，是外界对中国政府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投下的信任票。

“法治思想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纽约时报》认为，在遇到
争端时，中国照章办事，信赖法律协议，
这有助于吸引外资来华，也会对本国经济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本报北京10月17日电 全国社会扶贫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 17 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扶
贫开发工作作出重要批示。他强调，我国将
每年 10 月 17 日设立为“扶贫日”，并于今年
第一个扶贫日之际表彰社会扶贫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进一步部署社会扶贫工作，对于
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动员社会各方面
力量共同向贫困宣战，继续打好扶贫攻坚
战，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为人类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
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全党全社会要
继续共同努力，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
力。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对贫困地区
和贫困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履行领
导职责，创新思路方法，加大扶持力度，善
于因地制宜，注重精准发力，充分发挥贫困
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能动作用，扎扎实实做好
新形势下扶贫开发工作，推动贫困地区和贫
困群众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作出批示强调，当前扶贫已进入新的攻坚
期，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完
善政策，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和发展
后劲，实行更科学更有效的扶贫。

本报米兰10月16日电（记者吴乐珺、史
克栋、韩秉宸）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6 日下午在米兰出席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全
会并作引导性发言。

李克强表示，亚欧大陆是世界上面积最
大、人口最多的大陆，也是发展机遇最多、潜力
最大的大陆。亚欧会议创立 18年来，成员国间
政治对话不断加深，合作日趋广泛，利益共同
体正在形成。中方愿同亚欧各国一道，培育和
凝聚亚欧共同体意识，倡导和促进亚欧团结协
作，开放兼容，同舟共济，积极构建面向和平与
发展的亚欧新型全面伙伴关系。

李克强就促进亚欧合作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共同维护亚欧和平安全与稳定发展。二
是共同推进亚欧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自由
化。三是共同促进亚欧人文交流和社会发展。

李克强最后表示，中国愿同亚欧会议成

员国一道，加强对话合作，携手共迎亚欧交
流合作的美好明天。

同日，李克强出席了第十届亚欧首脑会
议开幕式。

本报米兰10月17日电（记者吴乐珺、史
克栋、韩秉宸）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7 日上午在米兰出席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非
正式会议并发言，就国际和地区问题与各国
领导人交换意见。

李克强指出，当前，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和
大规模传染性疾病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仍然突出，各国均不能独善其身。我们应团结
起来，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他国内政
等原则基础上，加强协作，共迎挑战，推动有关
问题得到公正、合理、妥善的解决。

李克强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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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持续进步，最终受益的是每个普
通人。已经来中国工作10年的印度人德福告
诉本报记者，他感觉如今在中国的各个方面
都有法可依，没有太多人为干扰的空间。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一举一动举世关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两
年，中国法治的改革屡屡引来世界点赞。

耶鲁大学学者贝尔金认为，虽然中国
目前的司法制度尚存不足，但必须注意的
是，许多制度仅有30多年的历史，而且在短

时间内实现了数次重大改革。
信访制度改革，法新社认为有助于化

解社会矛盾；司法改革，英国广播公司
（BBC）认为，强调公正司法，法院依法独立
行使审判权，显示了中国的决心；反腐败，

《联合早报》认为，中国已有明确的制度反
腐思路，反腐的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宣
言。”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里奥·里奥斯在
最近发表的文章中，这样点评道。

习近平就首个“扶贫日”作重要批示

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
李克强作出批示

李克强出席第十届亚欧首脑会议
在全会和非正式会议上发言

本报米兰10月16日电（记者吴乐珺、史
克栋、韩秉宸）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6 日下午在米兰分别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和
韩国总统朴槿惠。

本报米兰10月17日电（记者吴乐珺、史
克栋、韩秉宸）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7 日上午在米兰分别会见拉脱维亚总统贝尔
津什、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芬兰总理斯图布。

李克强会见亚欧五国领导人

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30周年座谈会举行
张德江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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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0月 17日电 （记
者高云才） 近日，中央审议通过
了 《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
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这
是现阶段我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记者就此采
访了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韩长赋表示，农村土地经营权

流转和规模经营是事关农业农村
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深化农村改
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意见》主要着
眼三个方面：一是推进现代农业发
展。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
下，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
权分置，形成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格
局，大力培育和扶持多元化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
代化道路。二是维护农民合法权
益。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
制度，保护好农户的土地承包权
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尊重农民
的流转主体地位，让农民成为土地
流转和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
真正受益者。三是坚持一切从国情
和农村实际出发。

他说，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发
展是客观趋势，但必须看到这是一
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不能脱离实际、
脱离国情，片面追求流转速度和超
大规模。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中央出台纲领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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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须适应国际关系“新常态”
■ 华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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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关系“新常态”，美国应
调整心态。

美国很忌讳别人说美国实力下
降。奥巴马总统已经多次公开对此作
出回应，一再强调美国是独一无二
的，军事科技经济仍超强，美国还要
领导世界100年。

在当今世界，“美国衰落论”的确
欠斟酌，但要说国际力量此消彼长、

“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应该是准确的。
战后美国实力地位增强，带领

西方国家同苏联打起了冷战，世界
形成“两极格局”。冷战结束后，美
国一心想构建以美国为主导的“单
极世界”，也就是美国做领袖，西方
国家簇拥，用西方政治制度、价值
观念和经济模式改造发展中国家。
老布什一度提出的国际新秩序主
张，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上世纪 90 年代形成“一超多强”
格局，美国“一超”与中、欧、日、俄“多
强”之间综合实力悬殊，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实力更弱。进入新世纪以后，
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明显变化，此消彼
长的结果是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包括
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群体性崛起。一方面，美国依然实
力超群，主导国际议题的能力无出其
右；另一方面，美国维持霸权力不从

心，国际议题操控能力下降。
具体来讲，美国基本维持了冷战

时期建立起来的盟国关系架构，海外
基地和驻军没有大幅削减，国防开支
一再提高，表面上有助于维护美国独
霸世界的野心，但实质上维护霸权的
成本不断增加，给美国带来极大负
担，战线拉得过长有些吃不消。小布
什政府陷入反恐战争和伊拉克、阿富
汗两场战争，不仅没有彰显美国的超
强实力，反而暴露出美国硬实力的局
限，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2008 年金
融危机使美国的内外处境雪上加霜。
财政上捉襟见肘，军事上左支右绌，
国际热点问题按下葫芦浮起瓢。

奥巴马上台后接过了小布什政
府留下的内政外交“烂摊子”，起初雄
心勃勃要对内推进改革、对外调整战
略。几年下来，国内改革上党派争吵
不休，步履艰难；外交上“亚太再
平衡”战略不顺，中东、欧洲麻烦
不断，对俄关系“重启”不成，牵
扯大量精力，原本想“脱身”的却
又陷了进去，原本想投入的发现精
力不济，形成“左顾右盼”，举棋不
定。对华关系上本来开局很好，却
犯了美国的“老毛病”，在涉台等关键
问题上没有把握好，导致双方关系一
波三折。中国是国际关系“新常态”的

重要因素，而且是积极因素，向美国
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本身就
是想使中美关系成为引领国际关系

“新常态”的正能量。美国虽然口头上
接受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
法，但对待中国崛起有矛盾心态，思
想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

奥巴马说大家有麻烦找美国，但
且不说很多麻烦是美国自己首先制
造的，单说这些麻烦解决起来，美国
有时三心二意，有时心有余而力不
足。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传
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新常
态”下，美国理应放下身段，顺应国际间
对话、磋商、合作的主流诉求，真正做一
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做国际社会
的平等一员，而不是做一个傲视群雄的
霸主，一个夹杂私心的单边主义者。

遗憾的是，面对国际关系“新常
态”，美国还远没有做好适应的思想
准备。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本报北京10月17日电（记者彭波） 纪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
30 周年座谈会 17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张德江出席。

1954 年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
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2 年通过的现行宪
法重申了我国的民族方针政策。1984年 5月，
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
法，同年10月1日该法正式施行。

一本名为一本名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书的书，，1010月月88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国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国
际书展上首发际书展上首发。。在这本以至少在这本以至少99种语言向全球出版发行的书中种语言向全球出版发行的书中，，习近平习近平
总书记向世界阐述了依法治国总书记向世界阐述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法治国
家家、、法治政府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思想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重要思想。。

而下周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而下周举行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其其““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主题也早已引起的主题也早已引起
世界的关注和期待世界的关注和期待。。

让世界记住让世界记住 中国法治的完善之路中国法治的完善之路

当地时间 10月 17日，
中国海军第十八批护航编
队长白山舰、运城舰，在亚
丁湾索马里海域组织了一
场联合对空防御演练。

小图：舰员搜索、跟
踪目标。
甘 俊摄 （新华社发）

大图：长白山舰在演
练中左右舷同时发射干扰
弹。
严 斌摄 （新华社发）

护航编队演练对空防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