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大阪6月29日电 记者苏
海河 陈建报道：二十国集团领导人
第十四次峰会29日在日本大阪继续
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在 讨 论 包 容 发 展 问 题 时 ，
习 近平指出，中方赞同把高质量基
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包容发展的重
要抓手。不久前在北京成功举办的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达成
广泛共识和丰硕成果。我们要坚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开放、绿

色、廉洁的理念，致力于实现高标
准、惠民生、可持续的目标。最终目
的是通过全方位互联互通，更好融
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实
现联动发展。我们要加强同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突出发展视角，将
为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可持续
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共建“一带一
路”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各成员共
同发展，已成为造福各方的国际公

共产品和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
台。我们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合作伙
伴共同参与，携手做大互利共赢的

“蛋糕”，将在国际社会共同愿景和
普遍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政策沟
通对接以及务实合作，为推动世界
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
作出贡献，实现各国高质量发展和
共同繁荣。

当地时间29日下午，峰会闭幕。
刘鹤、杨洁篪、王毅等参加上述

活动。

习近平继续出席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本报大阪6月29日电 记者苏
海河 陈建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9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阪举行
会晤。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发
展的根本性问题、当前中美经贸摩
擦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为下阶段两国关系
发展定向把舵，同意推进以协调、合
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
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回顾中
美建交以来的40年，国际形势和两
国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一个
基本的事实始终未变，那就是中美
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比摩擦
好，对话比对抗好。当前，中美关系
遇到一些困难，这不符合双方利
益。中美两国虽然存有一些分歧，
但双方利益高度交融，合作领域广
阔，不应该落入所谓冲突对抗的陷
阱，而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总统
先生多次表示，希望搞好中美关系；
你还表示百分之百地赞同双方要相
互尊重、互惠互利。这是我们应该
牢牢把握的正确方向。双方要按照
我同总统先生确定的原则和方向，
保持各层级交往，加强各领域合作，
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
的中美关系。

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同习近平

主席再次会面。我对 2017 年对中
国的访问仍然记忆犹新，那是我最
愉快的一次出访。我亲眼看到了非
常了不起的中华文明和中国取得的
非常伟大的成就。我对中国没有敌
意，希望两国关系越来越好。我珍
视同习近平主席保持良好的关系，
愿意和中国加强合作。特朗普表
示，美方将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确
定的原则和方向，努力工作，共同推
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美中
关系，并表示相信美中元首此次会
晤将有力推动美中关系发展。

关于经贸问题，习近平强调，从
根本上讲，中美经贸合作的本质是
互利双赢。中美双方存在巨大利益
交集，两国应该成为合作好伙伴，这
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
全世界。中方有诚意同美方继续谈
判，管控分歧，但谈判应该是平等
的，体现相互尊重，解决各自合理关
切。在涉及中国主权和尊严的问题
上，中国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
益。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
之间的分歧终归是要通过对话磋
商，寻找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解决。

习近平强调，中方希望美方公
平对待中国企业和中国留学生，保
证两国企业经贸投资正常合作和两
国人民正常交流。

特朗普表示，美方希望通过协
商，妥善解决两国贸易平衡，为两国
企业提供公正待遇。美方将不再对
中国出口产品加征新关税。希望中
方能从美国增加进口。美方愿同中
方达成彼此都可接受的贸易协议，
这将具有历史意义。

两国元首同意，在平等和相互
尊重基础上重启经贸磋商，美方不
再对中国产品加征新的关税。两国
经贸团队将就具体问题进行讨论。

特朗普表示，中国有很多非常
优秀的学生。我一直欢迎中国留学
生来美国留学。

习近平阐述了中国政府在台湾
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特朗普表示，
我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关切，
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习近平重申了中方在朝鲜半岛
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方支持
美朝领导人保持对话接触，希望美
朝双方显示灵活，相向而行，尽快重
启对话，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
法。中方愿为此继续发挥建设性作
用。特朗普表示，美方重视中方在
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作用，愿同
中方保持沟通协调。

丁薛祥、刘鹤、杨洁篪、王毅、何立
峰，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财政部长
姆努钦等多位政府高级官员出席。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本报大阪6月29日电 记者苏
海河 陈建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
29日在大阪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

习近平表示，今年 3 月我成功
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我
们达成的一系列战略共识和合作协
议正在稳步落实。在世界面临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之际，面对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逆流和气候变化等人
类共同挑战，中法理应体现大国担
当，坚持独立自主，携手合作，共
同做多边主义的维护者、开放合作
的践行者、世界和平的捍卫者、文
明交流的引领者，促进世界和平稳
定和发展进步，保护美好的地球
家园。

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共建“一
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中法双方要加快落实第三方市
场合作项目，推进核能、航天等大项
目合作。中方欢迎法国参加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双方要精心
筹备2021年中法文化旅游年，促进
人文交流。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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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6 月
29 日傍晚，在结束出席在日本大阪
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
峰会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
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
抵达。

当地时间 29 日下午，习近平
离开大阪启程回国。

结束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

习 近 平 回 到 北 京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国家
主席习近平29日签署发布特赦令，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29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
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
决定，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根据国家主席特赦令，对依据
2019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
生效判决正在服刑的九类罪犯实行
特赦：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二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
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
作战的；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过较
大贡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

等荣誉称号的；四是曾系现役军人
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以上奖励的；五
是因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被判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
在一年以下的；六是年满七十五周
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
的；七是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
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八是丧偶
且有未成年子女或者有身体严重残
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确需本
人抚养的女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
的；九是被裁定假释已执行五分之
一以上假释考验期的，或者被判处
管制的。

国家主席特赦令同时明确，上
述九类对象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

的，不得特赦：一是第二、三、四、七、
八、九类对象中系贪污受贿犯罪，军
人违反职责犯罪，故意杀人、强奸、
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
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贩卖毒品犯罪，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
的罪犯，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犯，累
犯的；二是第二、三、四、九类对象中
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
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三是
曾经被特赦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
的；四是不认罪悔改的；五是经评估
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

国家主席特赦令指示，对 2019
年6月29日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罪
犯，经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后，予
以释放。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经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14 代号1-68

WWW.CE.CN

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星期日
2019年6月

农历己亥年五月廿八

第13131期 （总13704期） 今日8版

日30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
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

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
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对依据
2019年1月1日前人民法院作出的生
效判决正在服刑的九类罪犯予以特
赦。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
赦，是实施我国宪法确定的特赦制度
的又一次重要实践，是坚持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具体体现，具有
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

特赦是国际通行的在遇有重要
历史节点时国家对特定罪犯赦免余
刑的人道主义制度。我国自唐代起
就形成了“盛世赦罪”的历史传统。
新中国成立后至1975 年，我国先后
进行过 7 次特赦。根据现行宪法，
2015 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
我国又特赦了31527名罪犯，取得了
良好效果。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
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入历
史交汇期的关键之年。在这一重要
历史时刻，对部分罪犯实行特赦，有
利于彰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承续中华文明慎刑恤囚、明刑

弼教的优良传统，展示执政自信和
制度自信；有利于弘扬全面依法治
国理念，形成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
良好社会氛围，深入推进法治中国
建设；有利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充分发挥特赦的感召效应，
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
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展现
我国人权司法保障水平，进一步树
立我国开放、民主、法治、文明的国
际形象。

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
障性作用。此次特赦，贯彻了全面
依法治国的要求。在九类予以特赦
的罪犯中，有的为民族独立和建立
新中国作出过贡献，对他们特赦，可
以突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的主题。有的为巩固国家政
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曾经作出过贡献，为国家强大和综
合国力提升曾经作出过贡献，为巩
固国防、保卫祖国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曾经作出过贡献，等等，对他
们特赦，符合此次特赦的目的。同
时，对贪污受贿犯罪、严重刑事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等特定情形的罪犯不予特赦，充
分考虑到了当前反腐败斗争依然严
峻的形势，也充分考虑到了维护人

民群众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的需
要，体现了鲜明的法治精神。

确保此次特赦取得好的政治效
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必须坚持
积极审慎原则，既着眼于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又考虑当
前我国刑事犯罪等实际情况，按照
循序渐进要求做好特赦工作；必须
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突出特赦对象
身份的不可攀比性，严格把握特赦
条件；必须坚持依法办理原则，司法
行政机关等提请特赦，人民法院审
理特赦案件，人民检察院监督特赦
实施，每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宪法和
法律规定办；必须坚持平稳有序原
则，对全体服刑罪犯加强思想、道
德、法治教育，对拟特赦罪犯是否具
有现实社会危险性进行评估，并加
强对特赦罪犯释放后教育管理工
作，确保未获特赦罪犯安心改造、被
特赦人员回归社会后遵纪守法。

特赦制度的再次实施，昭示了
法治与仁政，树立了新时代盛世伟
邦形象。此次特赦，必将有助于更
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
的保障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筑牢法治基石。

（新华社北京6月29日电）

依 法 特 赦 彰 显 法 治 精 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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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取得丰硕成果 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