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OPLE’SDAILY OVERSEASEDITION
地址：中国北京金台西路2号（2 Jin Tai Xi Lu Beijing, China） 邮编：100733 国内代号：1-96 国外代号：D797 海外印点：东京、旧金山、纽约、巴黎、多伦多、墨尔本、雅加达、泗水、首尔

2016年11月5日 星期六 丙申年十月初六
今日12版 第9860号 人民日报社出版
编辑部邮箱：peoplehwb@VIP.163.com

海
客
新
闻
客
户
端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11月4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气候变化《巴黎
协定》正式生效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巴黎协定》

于11月4日正式生效，成为历史上批约生效最快的国
际条约之一。中方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习近平强调，自2015年 12月《巴黎协定》达成
以来，国际社会致力于推动协定尽快生效。中国于今

年4月22日《巴黎协定》开放签署首日签署协定，并
于9月3日批准协定。作为主席国，中国推动二十国
集团首次发表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为推动
签署《巴黎协定》提供政治支持。（信函全文另发）

习近平致信潘基文
祝贺《巴黎协定》正式生效

尊敬的秘书长先生：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巴黎协定》于今天正式生

效，成为历史上批约生效最快的国际条约之一，向世

界传递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信号。中

方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自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

次缔约方会议通过《巴黎协定》以来，国际社会致力

于推动协定尽快生效。中国于今年4月22日《巴黎协

定》开放签署首日签署协定，并于9月3日批准协定。

作为主席国，中国推动二十国集团首次发表关于气候

变化问题的主席声明，为推动签署《巴黎协定》提供

政治支持。秘书长先生今年在纽约举行系列签署和批

准《巴黎协定》高级别活动，并专程赴杭州出席中美

交存《巴黎协定》批准文书活动。

应对气候变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事业。《巴黎协

定》开启了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阶段。中国坚持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大力

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采取有力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中方对下阶段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充满信心，愿同各

方一道，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

主渠道和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加强沟通合作，为构建合作

共赢、公正合理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作出贡献。

祝身体健康、诸事顺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6年11月4日于北京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习近平主席致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的信函

据新华社阿斯塔纳11月3日电（记者白洁、周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3日晚在阿斯塔纳总统府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李克强首先转达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李克
强表示，双方要继续推进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不断续写中哈友好合作
新篇章。

李克强指出，中哈经济互补性强，互利合作前景广阔。中方愿同哈方全
面深化产能合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成果。拓展能源、互联互通、农
产品深加工等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上合组织等框架下的协作和在国
际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促进两国共同发展，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纳扎尔巴耶夫表示，李克强总理两年前访哈期间提出开展产能合作的倡
议，现在已经取得可喜进展。哈方愿同中方全面深化产能合作，推动更多项
目落地生根。扩大能源、矿产、农业、科技创新等合作，提高两国贸易水
平。在上合组织等多边框架下更好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
《“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十
三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推进低碳
发展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方案》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顺应绿色低碳发展国际潮
流。加快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发挥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

挥政府作用，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
理，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方案》明确，到2020年，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
18%，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非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控排力度进一步加大。碳
汇能力显著增强。应对气候变化法律法
规体系初步建立，低碳试点示范不断深
化，公众低碳意识明显提升。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记者
孙辰茜）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表
示，《巴黎协定》通过不到一年即正式
生效，是历史上生效最快的多边国际
条约之一。中方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华春莹说，去年12月，联合国气
候变化巴黎大会成功通过了《巴黎协
定》，为未来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
进程明确了方向和目标，具有里程碑
意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

国，为推动《巴黎协定》的达成和生效
作出了积极贡献。国际社会普遍赞赏
中方在推动《巴黎协定》达成和生效过
程中发挥的引领作用。
“中方愿与国际社会各方在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上继续加强合作，按照
公平、‘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
力原则，推动《巴黎协定》的有效实
施，推进协定后续谈判，推动全球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华春莹说。

国务院印发《方案》明确

“十三五”时期单位排放降18%
国际社会赞赏中方引领作用

外交部：愿与各方继续加强合作

李克强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一次委员长会
议4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条的解释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并建议提请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张德江主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
听取关于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
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

据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11月4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七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见全
体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

俞正声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统战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宋庆龄基金会作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要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
固树立“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探索新形势下联系服务各类群体的新途径、新方式、新举措，深入开
展特色鲜明的两岸交流、民间外交，在服务青年人成长、成才、成功方面多
下功夫，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作出新贡献。

俞正声会见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会代表

新华社记者 施鳗珂编制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已经启

动法律解释程序，将对香港基本法第104条作

出权威性解释，通过明确相关法律规定，澄清

香港社会对基本法所规定的特别行政区法定公

职人员宣誓效忠制度的模糊认识，为依法处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选举和宣誓中发生

的问题，提供有力指引和明确方向。此次释

法，法理和法律依据充分，非常适时、非常必

要，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人大释法既是行使权力，也是履行责任，

具有充分的法理和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赋予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权力，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明确规定：“本法的

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此

次主动释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维护国家主权

权力和“一国两制”方针必须履行的宪制责

任。一段时间以来，香港某些人肆无忌惮地鼓

吹“港独”，某些当选议员更是借宣誓场合公然

宣扬“港独”，侮辱国家和民族，违反宪法和基

本法，也违反香港有关法律，严重触碰“一国

两制”底线，危及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国家

安全，危害国家核心利益和广大香港居民的根

本利益，性质恶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

使国家立法权，有权力也有责任维护宪法和基

本法的权威，坚决反对和遏制“港独”，维护

“一国两制”方针，维护国家安全。

此次释法，对保证基本法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得到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对维护香港法治秩

序，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宪法和基本法，全国

人大常委会可根据需要在任何时候行使这一权

力。当前，香港社会对宣誓规定的理解存在争

议，立法会的正常运作因“宣誓事件”受到极

大干扰。问题的核心是，凡分裂国家、推行

“港独”的人，直接违反宪法、基本法和香港有关

法律，没有资格参选和担任基本法规定的公职。

全国人大常委会适时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解

释，一锤定音，亮明法律的红线，对遏制“港独”、

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的权威、维护香港的法治和社

会政治稳定，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根据香港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

律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所作法律解释与基本

法具有同等效力，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法律包

括普通法都不得与基本法相抵触。对基本法及

其解释，香港特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

法机关都必须一体遵循。香港司法机关根据全

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所明确的法律依据，正确处

理有关案件，符合法治原则，是保证香港基本

法和香港有关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的重要措施，

并且，此次释法也为今后处理同类事件明确了

规范、立下了规矩。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贯彻“一国两制”的

决心坚定不移，“一国两制”的基础和前提是

“一国”，没有“一国”就没有“两制”。全国人

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权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为了

保证“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的贯彻实施、

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必将继续得到包括香

港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此次释

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香港立法会正

常运转、政府依法施政和特区长治久安的根本保

障，其合法性、必要性和权威性不容置疑。

人大释法是权力也是宪制责任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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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来自西伯利亚等地的大天鹅陆续飞临山西平陆黄河湿地过

冬，目前大天鹅数量已超过2000只，预计11月下旬将达到5000余只。

大图：在山西平陆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一名小朋友在拍摄大天鹅。

小图：山西平陆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大天鹅。

刘文礼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