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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4 月 21 日讯 记者李万祥

报道：环境保护法修订草案二审稿 21 日
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修订草案
规定，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
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实行严格保护；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组织有关部门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对
环境状况进行调查、评估，建立环境资源
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同时，增加了
每年 6月 5日为环境日的规定。

针对大气污染特别是长时间的雾霾
天气，在治理和应对方面，修订草案增加
规定，在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联
合防治中实行统一标准；国家促进清洁
生产和资源循环利用，国务院有关部门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
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建立环境污染公共预警机制，组
织制定预警方案。

为进一步完善行政强制措施，加强

行政执法力度，修订草案增加规定，企业
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违反法律法
规规定排放污染物，造成或者可能造成
严重污染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责有环境保护监督
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查封、扣押造成污
染物排放的设施和设备。

修订草案还在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
影响研究、排污费和环境保护税的衔接、
保护举报人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

环保法修订草案有多处修改——

拟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划定保护红线

本报北京 4 月 21 日讯 记者李万祥

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 21 日审议关于刑
法、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的解释草案。

法律解释草案明确指出，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为使用或者其他非法用途
而购买的，属非法收购。根据刑法第 341
条第一款规定，非法收购罪轻则处以 5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以 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针对近年来社会保险金方面的弄虚

作假现象，草案明确规定，以欺诈、伪
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
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
者其他社会保险待遇的，属于刑法规定
的诈骗公私财产行为。

此外，取消部分公司“虚报注册资本
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经认真研究认为，

根据修改后的公司法的规定，除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另有规定实行实缴登记制
的公司外，对认缴登记制的公司，法律已
不再将实收资本作为公司登记的法定条
件。如果实践中出现股东有虚假出资、抽
逃出资等行为的，除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
定向公司足额缴纳出资外，还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等，对此可由其他股东
依法主张权利，可不再依照刑法 158、159
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吃珍贵野生动物将担刑责，取消部分公司“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刑法细则界定“新含义”

本报北京 4 月 21 日讯 记者李万祥

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 21 日首次审议了
航道法草案。草案主要完善了航道规
划，充实了航道建设、养护的规定，强化
了航道保护制度。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介绍说，我
国现有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近 13 万公里，
沿海航道通航里程 8000 多公里。现实
中，碍航、断航等问题突出。对此，草案
首先完善了航道规划规定。具体而言，

草案规定航道规划分为全国航道规划、
流域航道规划、区域航道规划，以及省、
自治区、直辖市航道规划，并按照利用的
需要，明确了航道规划应当包括的具体
内容。草案同时明确和强化了航道保护
的相关制度，特别是对在航道内和航道
保护范围内破坏航道通航条件的一些行
为作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

草案设专章对航道建设作了规定，
明确了航道建设各参与方的质量安全责

任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管责
任。草案还从强化政府和航道管理部门
责任着手，充实了航道养护的相关规定，
要求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航道
养护技术规范；负责航道管理的部门按
照航道养护技术规范进行航道养护，保
证航道处于良好技术状态；并对航道的
巡查、维修、抢修等主要养护制度，以及
疏浚、清障等养护作业的相关要求作了
明确规定。

我国航道通航里程近 14万公里，碍航断航等问题依然突出——

拟制定专门法律加强航道建设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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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标准提高
本报北京 4 月 21 日讯 记者崔文苑 曾金华报

道：2014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进一步突出扶持重
点，调整优化区域布局，继续提高投入标准，大力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已下拨农业综合
开发土地治理项目资金 172.43亿元。

据介绍，今年起，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
与高标准农田示范工程项目并轨，统称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并适当提高了亩财政资金投入标准。各省份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亩均财政资金投入标准，提高到以省
为单位加权平均 1100 元至 1300 元，比去年提高近
10%。

本报北京 4 月 21 日讯 记者肖尔亚报道：国家安
监总局今天发出通知，近期将会同公安部、中央综治
办、发展改革委等 8 部门，组成 10 个国务院消防工作
考核组，首次考核各省级人民政府年度消防工作。

本次考核内容主要包括火灾预防、消防安全基础和
责任落实 3 个方面，重点就消防安全源头管控、火灾隐
患排查整治、火灾高危单位监管等情况对省级人民政府
进行集中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对省级政府主要负责人
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本报北京 4 月 21 日讯 记者黄鑫报道：工信部、
公安部和工商总局今天共同印发 《打击治理移动互联网
恶意程序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将自今年 4 月至 9 月在
全国范围联合打击治理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加强移动
应用程序制作、传播、使用环节的安全管理，保障网络
与信息安全。

据了解，专项行动将处置一批感染规模较大、危害
严重的恶意程序；督促应用商店建立健全移动应用程序
安全管理机制；推动建立恶意程序治理的长效机制。

工信部等 3部门

联合整治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

本版编辑 于 泳 徐 胥

21 日，已经“20 岁”的预算法迎来其
修改征程的第三次审议。此次预算法修
订，在破解财税改革难题上会有哪些进
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了多位财税专家。

立法力促预算“看得懂”

本次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将“规
范政府收支行为”、“建立健全全面规范、
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写入立法目的。这
无疑是修改预算法的焦点，对打造透明财
政，管好庞大的国家“钱袋子”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
究室主任杨志勇表示，这是预算公开透明
度增强的表现，现在预算法三审将“建立
健全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等
写进立法目的，有助于加快预算制度改革
具体工作的进展。

关于预算公开，本次预算法修正案草
案还进一步细化，充实、完善公开内容。

“加大预算公开力度，尤其是公开的有效
性，让公众更容易理解，切实起到监督作
用。”杨志勇说。

多道“防火墙”严控地方债风险

现行预算法规定，除法律和国务院另
有规定外，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
券。但是，有不少专家认为，地方政府自
主发债是客观需要，即便法律堵住了“前
门”，地方政府也会“走后门”变相举债。
预算法三审稿拟适度“开闸”地方政府举
债权限，但从举债主体、方式、用途、规模、
追责等方面设置多道“防火墙”，规范政府
举债行为，使其法制化透明化。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表示，这
意味着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开闸”，但一道
道“防火墙”，表明了放开地方自主发债后
严控债务风险的决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
示，我国应发展规范化、有利于风险防范
的“阳光融资”式地方举债机制，而推动这
一机制的突破口，就是在修订预算法中用

法律框架规范约束和监管地方发债。
杨志勇认为，地方政府举债的“阳光

化”，迈出了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
要一步。下一步还应强化人大的监督职
能，如人大应怎样监督举债行为、债务到
期还不上该如何处置、谁应承担责任等，
都需要在法案中明确权利和义务。

专项转移支付给地方财政“松绑”

预算法草案三审稿还进一步完善了
转移支付制度，明确转移支付的目标，提
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重，限制专项转移
支付的资金配套。

按照现行预算法规定，想要中央、省
的专项转移支付的钱，地方就要拿出配套
资金。贾康表示，地方政府在配套资金上
压力特别大。有的项目因配套资金过多，
高于地方实际财力，由于配套资金不能到
位，导致项目只能做成“半吊子”。

山东省枣庄市市长张术平认为，专项
转移支付原本是为了减轻地方财政压力，
可现在的配套却增加了地方的压力。特
别是一些基础建设项目，光配套资金就需
要几亿元，地方政府根本无力承担。

“要求地方配套资金，意味着中央和
地方是‘捆绑式’的。不要求地方政府承
担配套资金，等于是给地方财政‘松绑’。”
杨志勇说。

预算法修正案三审稿在立法目的、地方政府发债、专项转移支付等方面有明显变化，专家认为——

预算法三审考验财税体制改革
本报记者 崔文苑

本报北京 4 月 21 日讯 记者沈慧报道：以“保护·运
用·发展”为主题的 2014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今天在
京启动。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在启动仪式上表
示，“保护”是知识产权工作的核心环节，“运用”是建立知
识产权制度的根本目的，“发展”是知识产权事业的永恒
主题。

申长雨介绍说，2013年，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了新
的成绩。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达到 82.5 万件，稳居世界
首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02件，提前两年完
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在全球的
排名又上升一位，居全球第三位；受理商标注册申请
188.15万件，连续12年居世界首位；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
记16.4万件；农业植物新品种申请量达到1333件，林业植
物新品种申请量累计突破1200件，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据了解，今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全国知识产
权宣传周组委会各成员单位将单独或联合开展重点活动
近 60项。

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启动——

我国知识产权多领域“破纪录”

本报北京 4 月 21 日讯 记者李万祥、实习生吴博峰

报道：最高人民法院 21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发布《中国法
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3 年）》白皮书，公布 2013
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10 大案件和 50 个典型案
例，并公布评选的 2013 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10大创新性案件。

白皮书内容显示，2013 年我国法院审理的知识产权
案件数量快速增长，特别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成倍增
长。2013 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各类知识产权一
审案件 100399 件。其中，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共新收知
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 8.8583万件。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有关负责人表示，10 大案
件和 10 大创新性案件中既有最高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
也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集中反映出地方各
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和能力的稳步提高。

2013 年度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10 大案件
为：新材料技术领域等同判定专利侵权案、“威极”酱油侵
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钱钟书书信手稿拍卖诉
前行为保全案、“奥特曼”著作权纠纷案、树脂专利相关信
息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使用费案件、
确认“两优 996”品种权实施许可合同无效纠纷案、“圣
象”驰名商标保护案、“金骏眉”通用名称商标行政纠纷
案、假冒食用油注册商标犯罪案。

2013年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发布——

去年全国审结知识产权一审案件超 10 万件

20112011 年年 1111 月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了预算法修正案通过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并决定提交并决定提交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20112011 年年 1212 月月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初次审议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会初次审议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这次审议这次审议

没有对外公开没有对外公开。。

20122012 年年 66 月月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审议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会第二次审议预算法修正案草案，，征得意征得意

见数超过见数超过3030万条万条，，打破了全国人大立法史打破了全国人大立法史

上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纪录上单项立法征求意见数纪录。。

20132013 年年 88 月月 原定三审的预算法修原定三审的预算法修

正案草案正案草案““缺席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四次会议四次会议，，三审延期三审延期。。

预算法修订过程预算法修订过程

本报讯 记者徐红报道：中国卫星
导航定位协会日前发布的 《中国卫星导
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 （2013 年
度）》 显示，2013 年我国卫星导航与位
置服务产业总产值超过 1040 亿元，比
2012 年增加了 28.4%，其中北斗产值超
过 100 亿元，占比达 9.8%。截至 2013 年
底 ， 国 内 导 航 定 位 终 端 的 总 销 量 突 破
3.48 亿台，其中北斗终端社会持有量已
超过 130万套。

《白皮书》指出，2013 年国内应用市场
需求上升，总体销售收入快速增长。预计
到 2015 年，产业年产值将达到 2000 亿元
左右，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为
中心的产业格局初步形成。

去年卫星导航相关产业产值超千亿元
4月 21日，中石化江汉油

田涪陵页岩气分公司的一个

页岩气作业工区在进行页岩

气开采钻井。进入 4 月以来，

中石化涪陵页岩气开采再次

取得重大突破，日产量创下

270 万立方米新高。据中石

化江汉油田涪陵页岩气分公

司负责人介绍，涪陵页岩气

田已经建成 10 亿立方米/年

的生产能力。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