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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4日中午举行新闻
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就会议议
程和人大有关工作回答了中外记者
提问。

娄勤俭介绍，本次大会 5 日上午
开幕，11 日下午闭幕，会期 7 天。大
会议程共有 7 项，包括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等 6 个报告，审议《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
的议案。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
部就绪。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70周年。大会将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把
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将大会开成
一次高举旗帜、真抓实干、团结奋进的
大会。

娄勤俭说，会议期间将举行三场
记者会，并安排“代表通道”“部长通
道”。会议采访以现场方式为主，综合
采用视频、书面等多种方式进行。会
议还鼓励和支持代表积极接受采访，
与网民互动。

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娄勤俭说，70 年来，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经风雨、见彩虹，为创造经济快
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
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特别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
实践创新，推动人大工作取得历史性
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成熟、更
加定型。

娄勤俭表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法治保
障，是十四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中心任务。

“新征程上，我们将围绕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
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保驾护
航。”娄勤俭说。

2023年立法工作成果丰硕

过去一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及其
常委会立法工作成果如何？

编制完成立法规划，规划包含
130 件项目，其中一类项目 79 件、二
类项目 51 件；制定法律 6 件，修改法
律 8 件，决定提请大会审议法律案 1
件，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
决定 11 件，正在审议中的法律案 18
件；开展了5项执法检查……

娄勤俭列举了一系列数据并表
示 ，2023 年 十 四 届 全 国 人 大 及 其
常委会立法工作成果丰硕、实现良好
开局。

“这些重要立法，有不少亮点。”
娄勤俭说，比如，修改立法法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守则，制定粮食
安全保障法，修改公司法，制定无障碍
环境建设法，修改海洋环境保护法，制
定对外关系法、外国国家豁免法，修改
民事诉讼法……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履行好国家
立法机关的职责使命，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
一权威。”娄勤俭说。

以高质量立法保障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
娄勤俭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
国家立法机关，主要通过行使国家立
法权，为做好经济工作、推动高质量发
展提供法治保障。

他介绍，接下来全国人大的立法
工作将在几方面重点发力：围绕改革
抓立法，包括落实金融体制改革、促
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通过立法把
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增强经济发展
的内生动力；聚焦开放抓立法，包括
制定关税法、修改国境卫生检疫法，
完善现行法律的涉外条款，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突出高质量发展抓立法，
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低
碳发展，组织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

作；立足保障和改善民生抓立法，包
括制定学位法、学前教育法，修改传
染病防治法等。

“总的看，中国发展面临的有利条
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回升向好、长期
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我们有足
够的信心和底气。”娄勤俭表示，全国
人大及其常委会将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稳中求进推
动立法工作，以高质量立法保障经济
高质量发展。

全力支持香港基本法
第23条立法工作

娄勤俭说，尽早完成香港基本法
规定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是香港特
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落
实香港基本法、全国人大关于建立健
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和香港国安
法有关规定的法定义务。

娄勤俭介绍，这项立法与香港国
安法有效衔接，与香港其他法律融会
贯通，共同构成系统完善的维护国家
安全法律体系，有利于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
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全体居民的根
本福祉，保护世界各地来香港投资
者的利益，确保香港长治久安，“一国
两制”行稳致远。“我们将继续密切关
注、全力支持香港特区做好有关立法
工作。”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有着背靠
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娄勤俭
说，未来中央将继续支持香港积极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主动对接国家发展
战略，发挥好在国际国内双循环中的
枢纽作用，使香港在国家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更加
繁荣昌盛。

为中外记者提供更多的
采访机会

娄勤俭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二
次会议即将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强
将作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受国务院委托将向大会书
面提交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社会的主要关切在上述三个报
告中都有具体的回应，这三个报告经
大会通过后将向社会公布，媒体和公
众都能很方便地了解相关内容。”娄勤
俭说。

据介绍，大会新闻中心将增加
部长记者会、“部长通道”的场次和
出席人数，邀请国务院有关部门主
要负责同志，就外交、经济、民生等
主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权威解读
有关政策措施，对社会关注问题作
深入解读和说明。此外，还将举行
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办好“代表
通道”等，为中外记者提供更多的采
访机会。

“统筹考虑以上安排，今年十四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
理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
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
娄勤俭说。

开放合作才是推动科技
发展的正确选择

就当下各国科技领域竞争问题，
娄勤俭说，中国主张，开放合作才是探
索科学前沿、推动科技发展的正确选
择，科技竞技场应遵循科技发展规律，
符合市场经济规则。

“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只会
阻碍全球科技进步，损害全球产业发
展，拉大全球发展鸿沟。”他说。

娄勤俭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
本世纪初，中国曾希望与有关国家
和地区共同研发一套卫星导航系
统，却因种种原因陷入僵局。通过近
30 年的不懈努力和刻苦攻关，我国
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全球范围内
实现了广泛应用，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时空基石。

“只要我们坚持自立自强，就没
有攻克不了的难关。任何一项已知
的技术，要卡是卡不住的，最多就是
时间问题。关键是我们要加强科技
知识产权的创造、应用和保护。”娄
勤俭说，“我们提出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并不是要关起门来搞研
发，而是致力于推动全球科技创新
协作。”

娄勤俭表示，下一步，全国人大及
其常委会将研究推进科技创新方面的
立法，不断完善科技法律体系。

中国总体保持国防支出
合理稳定增长

针对媒体关注的“国防预算”问
题，娄勤俭说，每年的国防支出预算都
纳入政府预算草案。根据大会议程，
本次大会也将审查政府预算草案报
告，之后对外公布。

他表示，近年来，为维护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适应中国特色军
事变革的需要，更好履行大国国际责
任义务，中国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的同时，总体保持国防支出合
理稳定增长，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
力同步提升。

“我想强调的是，与美国等军事大
国相比，中国的国防支出无论是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
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国防费、军人人
均国防费等，一直都是比较低的。”娄
勤俭说。

他表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
展道路，愿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建设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
的贡献。

持续监督增发国债
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去年夏天，我国多地遭遇暴雨、
洪涝、台风等灾害。国务院提出增发
1 万亿元国债，集中力量支持灾后恢
复重建，相应调整 2023 年中央财政
预算。

娄勤俭介绍，去年 10 月，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查批准
了国务院提出的2023 年中央预算调
整方案。目前，2023年1万亿元增发
国债项目全部下达完毕，支持项目
15000 多个，切实保障和改善受灾地
区人民群众的民生。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持续监
督增发国债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督促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
管理，确保每一笔资金都用好，用出实
效。”娄勤俭说。

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

针对有外媒认为新修订的反间谍
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范畴，娄勤俭说：

“我要特别强调，这是对反间谍法的错
误解读。”

他说，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是在
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合理借鉴各国
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完善了间谍行为
的定义，明确了非法行为和合法行为
的界限，增强了外企和外国人在华投
资、工作、生活的确定性和安全感，
不针对商业往来、科研合作、学术交
流等正常活动。“我们反对通过曲解
反间谍法抹黑破坏中国营商环境的
行径。”

据介绍，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
先后制定和修改了多部涉外法律，为
保护在华外国人和境外企业、组织的
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
的，不会关上。开着门，世界能够进入
中国，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娄勤俭
说，中国将坚持在法治基础上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在扩大开放中推进涉
外法治建设，不断夯实高水平开放的
法治根基。

大会将审议国务院
组织法修订草案

国务院组织法是关于国务院组织
制度和工作制度的基本法律。现行的
国务院组织法是由1982年12月五届
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40
多年来，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发挥了
积极作用。

娄勤俭说，党的二十大对转变
政府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作出
重点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在认真
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
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提请本次会
议审议。

他表示，修订草案已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总的看，此次修订以法律
形式落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
精神。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
面：一是明确国务院的性质地位和
国务院工作的指导思想；二是完善
国务院机构及其职权相关规定；三
是健全国务院会议制度；四是增加
国务院依法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制
度措施。

希美方遵信守诺，落实
两国元首共识

针对大家普遍关注的中美关系
问题，娄勤俭表示，中方的态度一以
贯之，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
则，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
续发展。

他说，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遵
信守诺，从旧金山再出发，筑牢中美
关系“五个共同”重要支柱，把两国元
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和愿景落
到实处。

“在中国老百姓的印象中，经常看
到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抛出反华议案，
采取针对中国机构、企业和公民的反
华言行，甚至窜访中国台湾地区。”
娄勤俭说，这些做法粗暴干涉中国内
政，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干扰两国正常
的交往合作。

娄勤俭表示，过去几年来，虽然
遭遇了多重困难，但中美立法机构仍
通过多种方式保持着接触。今年是
两国建交 45 周年，双方立法机构还
是要多来往、多对话、多交流，增进彼
此了解，为中美关系平稳发展发挥建
设性作用。

践行亲诚惠容理念，
深化同周边国家合作

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
首要位置。10多年来，习近平主席出
访足迹遍布周边各国，有力引领拓展
睦邻友好格局。

娄勤俭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国同地区国家一道，坚定不移走长
期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的正确道
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累
累硕果：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
心。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
设，在中南半岛、中亚地区实现全覆
盖，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建设扎实推进。

二是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地区国家纷纷加入共建“一带一路”，
一大批项目形成示范效应，为所在国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

三是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中国与
地区国家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潜力最
大的自贸区，中国与东盟已多年互为
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化逆风中树立
了合作典范。

“中国反对搞阵营对抗和小圈
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是开放
的、包容的，不是排他的。”娄勤俭说，
中方将继续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理念，
深化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和利益融
合，让中国式现代化惠及更多周边
国家。

代表工作委员会各项
工作有序有力

“代表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各项
工作有序有力，实现良好开局，推动代
表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娄勤俭说。

娄勤俭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与 418 位代表建立直接联系，
各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也直接联
系若干名代表，实现常委会同代表联
系全覆盖。一年来，有270 多人次代
表列席常委会会议，50余人次代表参
加执法检查，23件次法律草案征求代
表意见。

据介绍，去年大会期间，代表提出
的 271 件议案，交由 9 个专门委员会
审议；对各方面工作提出的8314件建
议、批评和意见，交由204家单位研究
办理。目前，这些议案、建议已全部审
议、办理完毕。

“今年，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的要
求，修改完善代表法，持续提升代表工
作水平，为人大代表依法履职提供更
好服务保障。”娄勤俭说。

大会发言人娄勤俭答中外记者问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集体采
访活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新华社发）

接受采访

春风浩荡，中国开启“两会时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奋进

在新征程上，共同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的新篇章。

人民大会堂庄严雄伟，代表委员
们意气风发，全国两会奏响“进”的主
旋律，传递出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坚
定信心，凝聚起斗志昂扬、奋发有为的
强大力量。

●高举旗帜，矢志复兴伟业
●真抓实干，再创崭新业绩
●团结奋进，开创美好未来

（据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砥砺前行向未来
——全国两会传递信心凝聚力量

扫码阅读全文
短 网 址 ：http://shouji.

lyd.com.cn/n/1175402

（上接01版）截至2024年2月底，99.9%的提案已经办复。各承办单
位认真办理提案，许多意见建议被采纳，并体现到党和国家相关政
策、发展规划和部门工作中，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马兴瑞、王毅、尹力、刘国中、
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卫东、何立峰、张又侠、张国清、陈文清、
陈吉宁、陈敏尔、袁家军、黄坤明、刘金国、王小洪、王东明、肖捷、郑建邦、
丁仲礼、郝明金、蔡达峰、何维、武维华、铁凝、彭清华、张庆伟、洛桑江村、
雪克来提·扎克尔、吴政隆、谌贻琴、张军、应勇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
开幕会。外国驻华使节、海外华侨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