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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白洁、郑明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6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举行会谈。

李克强表示，中日两国互为重
要近邻，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中日
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
益，对地区和国际社会也十分重要。
中方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习近平主席
将同安倍首相举行会见。我们愿同
日方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
基础上，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
未来的精神，推动两国关系在重回
正轨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努力实
现行稳致远的目标。

李克强指出，一段时期以来，
安倍首相多次就改善中日关系作出
积极表态。希望双方珍惜和维护两
国关系积极向好势头，进一步加强
良性互动，妥善处理历史、台湾、
东海等敏感问题，使两国关系改善
发展成为持续不断的进程。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日方开
展政治、经济等领域对话，加强政
策沟通与协调，深化科技创新、节
能环保、医疗养老、财政金融、防
灾和农业等领域合作，把第三方市
场合作打造成中日务实合作的新支
柱。用好创新对话合作机制，共同
推动有关项目早日落地。尽早开通
海空联络机制下直通热线，加强海
上执法部门交流对话，使东海成为
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加快推动
司法执法合作。加强两国青年、体
育、地方等领域交流互鉴，采取有
效措施便利双方人员往来。

李克强强调，在当前国际形势

背景下，中日作为世界主要经济
体，应当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
贸易，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促进区域贸
易投资便利化。共同建设东亚经济共
同体，助力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

安倍晋三表示，李克强总理今
年5月成功访日，推动日中关系重回
正常轨道。我期待以此访为契机，
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
代。日中是重要邻邦，双方互为战
略伙伴，互不构成威胁。中国的发
展对日本是重要机遇。日方愿同中
方加强高层交往势头，在日中四个
政治文件基础上，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两国经贸、投资、金融、创
新、第三方市场、青少年、体育、
地方各领域合作和交流。日中携手
合作顺应时代潮流，有助于解决当
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双方应共
同努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谈判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推动建立自由公正的国际经济秩
序，为自由贸易和世界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

双方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双
方政治、创新、金融、海关、体育
等领域 10 余项政府间合作协议的签
署。

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
东门外广场为安倍晋三举行欢迎仪
式。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全
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全国政协副

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何立峰等出席有关活动。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白洁、郑明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6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共同会见记者。

李克强介绍了会谈成果，表示
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反映
了两国人民对中日和平友好、互利
合作、共同发展的期盼，顺应了地
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稳定、
携手应对挑战的期待。希望双方以
此访为契机，进一步相向而行，共
同努力，持之以恒，推动两国关系
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

李克强指出，双方一致确认，
将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
则，妥善处理历史、台湾问题，维
护两国关系政治基础。以实际行动
体现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
胁、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的政治
共识，建设性管控分歧。进一步加
强良性互动，本着以史为鉴、面向
未来的精神，使两国关系改善发展
成为持续不断的进程。

李克强表示，双方一致同意，
加强对中日关系的高层引领，继续
用好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中日经
济高层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面对
当前新一轮产业革命，中日应发挥
各自比较优势，在更高层次开展务
实合作，推进科技创新、节能环
保、养老医疗、财政金融等领域合
作，继续开展外交、宏观经济、财
政、商务、文化、防务等各部门间
对话与交流。进一步加强人文交
流，同意将明年作为“中日青少年

交流促进年”，以相继举办奥运会为
契机加强交流合作。当前国际形势
下，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对保护
主义，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
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进程。

安倍晋三表示，半年内，我同
李克强总理实现互访。日中关系已
进入由竞争转向协调的新时代。双
方再次确认互为近邻和合作伙伴，
互不构成威胁的原则，并将付诸具
体行动。日方愿同中方加强第三方
市场、科技创新等合作，以更为活
跃的贸易关系与民众交往拉紧两国
关系与人民间的纽带。日中对当前
世界的重要挑战负有重要责任，愿
携手为国际和平与繁荣发挥建设性
作用。

王毅、何立峰出席活动。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

白洁、郑明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6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与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共同出席第一届中日第三
方市场合作论坛并致辞。

李克强表示，务实合作是中日
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今
年5月，我访问日本期间，同安倍首
相就共同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
共识。双方已经开创了不少成功合
作的范例。此次论坛期间，两国地
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
了 50 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 180
亿美元。这充分说明，两国开展第三
方市场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必
将成为中日务实合作的新支柱。

李克强强调，中日之间还建立
了创新对话机制。创新合作需要更
大的市场，市场需求也可以倒逼创
新合作。中国是一个巨大的世界性
市场，我们将坚定不移进一步自主
扩大对外开放，推进更加公正的监
管，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营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欢迎日本企业抓住中国新一轮对外
开放的契机，来中国投资兴业。我
们也愿通过本币互换等加强金融合
作，为双方企业合作提供支撑。

李克强表示，中国是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
然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中国经
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特别
是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这为中日
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希望中日两
国工商界携起手来，开拓更大的合
作空间，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安倍晋三表示，日中合作有悠
久的历史和传统，面对当前地区和
世界面临的各种课题，日中两国需
要相互配合、协同发力，共同应
对。日方愿同中方一道遵循开放、
透明和市场化原则，在第三方市场
开展符合东道国需求和国际准则的
合作项目，实现互利双赢和多赢，
为地区和世界的发展作出贡献。

来自两国各界 1500 多名嘉宾出
席论坛。

王毅、何立峰出席活动。

李克强同安倍晋三会谈并会见记者

推动中日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行稳致远
出席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并致辞

10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图为会谈前，李克强在
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安倍晋三举行欢迎仪式。 新华社记者 李 涛摄

新华社北京10月 26日电 （记
者郑明达）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26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

栗战书表示，中日关系长期健
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
的根本利益，符合地区和国际社会
的普遍期待。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缔结40周年，两国关系处于承
前启后的重要节点。在习近平主席
和日方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中日
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呈现积极向好
势头。双方应当增强历史使命感和
责任感，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

上，落实好两国高层政治共识，坚
持和平共处、世代友好大方向，增
进政治互信，扩大互利合作，发展
民间友好，实现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的目标。中国全国人大愿加强中日
立法机构各层级往来，为两国关系
发展提供政治、法律和政策支持。

安倍晋三表示，日方高度重视
对华关系，欢迎中国发展。愿以日
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为契
机，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推进各
领域合作，推动日中关系进入发展
新阶段。

白玛赤林参加会见。

栗战书会见安倍晋三栗战书会见安倍晋三

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
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法律专家
表示，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增加的速裁程序、认罪认罚依法从宽、缺席审判
等，更好体现了惩治犯罪与尊重保障人权相结合，
更加成熟。

增加速裁程序，保证公正效率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一大亮点是增加了速裁
程序，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
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
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
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这个程序很好地处理了公正和效率的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中国刑事诉讼
法学研究会秘书长汪海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司法机关现在要处理的案件多，如果所有案件都走
正常程序，会浪费司法资源，使一些重大疑难案件
得不到有效及时处理。他同时说，这个程序的适用
范围比较窄，针对的是相对简单的案件；“但是在司法
实践中，不能降低认定标准，适用的一定要是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的案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了不适用速裁程
序的情形，例如被告人是未成年人的。

汪海燕表示，中国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以教
育、感化、挽救为主，因此对未成年人的审判不仅
仅是为了结案，还要开展社会调查，分析未成年人
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作出判决，
并提出一些帮助、教育措施。“在司法实践中，速裁
程序的执行时间很快，有的案件十来分钟就结案
了，这达不到教育感化的效果。”汪海燕说。

增加缺席审判，配合国家反腐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增加了缺席审判程序。
规定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
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犯罪事实已经查
清，证据确实、充分，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法院应当开庭审判。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表示，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
度，加强了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的力度，丰富了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
的手段。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表示，过去一些腐败分子潜逃境外，
导致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追偿违法所得赃款。后来法律中增加了违法所
得没收程序，但只能追赃，无法对人追究刑事责任。他同时表示，建立缺席审
判的目的是为了让被告人参加审判，被告人缺席是放弃个人权利的表现。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法院应通过有关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或
外交途径提供的司法协助方式，或被告人所在地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将
传票和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

汪海燕解释说，这主要是为了保障被告人权利，如知情权。“在司法实践
中，执行难度可能会比较大，因为缺席审判程序适用的前提之一是被告人在
境外，很多情况下并不知道他们的住址。这需要得到当地司法机关配合。”

嫌犯认罪认罚，依法从宽处理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可以依法
从宽处理的原则，同时规定了不适用的情形，如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
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等。

陈卫东表示，这是总结认罪认罚从宽处理试点经验，落实国家宽严相
济刑事政策的体现，也能让案件繁简分流，节省司法资源。

汪海燕提醒，认罪认罚从宽处理案件认定一定要严格，防止被告人被
胁迫认罪或不自愿认罪情况的出现，要保障当事人认罪的自愿性。

为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设置一些条文。比如，为保障被告人诉
讼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在法院、看守所等
场所派驻值班律师。即使当事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值班律师也会为他们提
供法律帮助，讲解法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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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黎 10 月 25 日电
（记者韩冰）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 100 周年，《法国一战华工的故
事》25日在巴黎举行新书发布会。

该书作者、旅法作家叶星球当
天在新书发布会上说，一战期间，
总计约 14 万华工被法国和英国招
募至欧洲战场，留下许多可歌可泣
的事迹。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向一战
赴法华工致敬，表示“在这苦难的

时刻，他们是我们的兄弟”。
据叶星球介绍，一战结束后，

许多华工留在法国生活，成为法国
最早一批华侨华人。有法国地方官
员表示，一些留法华工是融入法国
社会的典范，成为当地的骄傲。

《法国一战华工的故事》 行文
生动，细节丰富，将当年华工们的
个人际遇、群体面貌栩栩如生地展
现出来。

10月 26日，内蒙古自治区妇联与依文中国手工坊在北京举行“草原绣
梦·巾帼匠心”时装秀活动。为帮助妇女创业就业、脱贫增收，自治区妇联
启动实施“布丝瑰行动计划”，目前已带动2.7万名妇女在手工艺制作领域就
业。

图为绣娘们在展示蒙古族传统刺绣工艺。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草原绣梦”到北京

本报北京10月 26日电 （记者
王比学）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六次会议26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
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修订的
人民法院组织法、新修订的人民检
察院组织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法、消防救援衔条例、关于修改公
司法的决定、关于修改野生动物保
护法等15部法律的决定，国家主席
习 近 平 分 别 签 署 第 10、 11、 12、
13、14、15、16 号主席令予以公
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 172 人出席会
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延长授权
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试点期限的决定、关
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
干问题的决定、关于批准 《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格林纳达关于刑事司法
协助的条约》 的决定、关于批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格林纳达引渡条
约》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监察
和司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外事委员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分
别提出的关于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
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
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表决，任命刘俊臣为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

会议经表决，免去李如林的最
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
会委员职务。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
表决通过修改刑诉法决定、新修订“两院”组织法等

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栗战书主持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 10 月 26 日电
（记者王茜）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26 日
下午表决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法。该法的通过，保障了国际刑事
司法协助的正常进行，规范了我国
刑事司法协助体制，加强打击跨国
犯罪国际合作。

国际司法协助法是指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外国在刑事案件调查、侦
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活动中相
互提供协助，包括送达文书，调查
取证，安排证人作证或者协助调
查，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财物，

没收、返还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
物，移管被判刑人以及其他协助。

国际司法协助法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外国之间开展刑事司法
协助，依照本法进行。执行外国提
出的刑事司法协助请求，适用本
法、刑事诉讼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
规定。

国际司法协助法要求，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外国按照平等互惠原则开
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国际刑事司法
协助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
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中国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

加强打击跨国犯罪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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