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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1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21日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9月22日至23日出席杭州第19届亚
洲运动会开幕式，并为来华出席开幕式的
外国领导人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

来华出席开幕式的外国领导人有：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叙利亚总统巴沙
尔、科威特王储米沙勒、尼泊尔总理普拉
昌达、东帝汶总理夏纳纳、韩国总理韩德
洙、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议长佐哈里。

此外，文莱苏丹代表苏弗里亲王、
卡塔尔埃米尔代表焦安亲王、约旦亲
王费萨尔、泰国公主希里婉瓦丽、吉尔
吉斯斯坦副总理拜萨洛夫等也将出席
有关活动。

习近平将出席杭州第19届亚洲
运动会开幕式并举行系列外事活动

本报北京 9月 21日电（记者巩宸
宇） “制定一部适应时代发展所需的
检察公益诉讼法，是世界法治史上前
无古人的开篇之作和具有标杆意义的
法治大事件。”9 月 21 日，由中国法学
会、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办
的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在京
召开。最高检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强调，要学思践悟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刻 认 识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制 度 的 政 治 意
义、制度优势和治理价值，积极回应新
时代新征程党和人民对检察公益诉讼
的更高履职要求，适应公益诉讼司法
实践的紧迫现实需要，更广泛凝聚检
察公益诉讼立法共识，将习近平法治
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
创性成果法治化、制度化。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陈训秋，全国人大监察司法委副主任委
员张轩，最高法党组成员、副院长杨临萍
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最高检党组副书
记、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主持开幕式。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孙晓芳，司法部党
组成员、副部长左力，最高检副检察长张
雪樵，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景汉朝、江必
新、徐显明、马怀德出席研讨会。

应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
法治思想引领下，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
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
革 。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制 度 在 这 一进程
中，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实，从局部试
点到全面推开，从初创开拓到逐步发展
完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
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正是有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决策、直接部署，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才有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创设
和完善。中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呈现出
鲜明的监督和治理特点，独具中国特
色。检察公益诉讼维护的国家利益和社
会公共利益具有广泛性，涉及最广大人
民根本利益；检察民事公益诉讼与检察
行政公益诉讼并存，并以检察行政公益

诉讼为主；非诉监督与提起诉讼相衔接，
以诉前督促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履职为优
先目标；多主体提起的公益诉讼并存，同
时赋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
更重责任。正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显著优越性，中国检察公益诉讼
制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为世界法治文
明提供了新样本、新形态，对国际公益
诉讼制度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司法制度来源于实践，也在实践中
经受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完善。”应勇表
示，检察机关持续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检察实践，依法履行“公共利益代表”
职责，检察公益诉讼办案质量持续增长、
履职领域不断拓展、制度规范日趋完善，
制度运行成效显著，充分彰显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实践伟力和真理力量。

（下转第二版）

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应勇强调

更广泛凝聚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共识
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法治化制度化

9 月 21 日，由中国法学会、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办的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
题研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记者程丁摄

本报北京9月 21日电（记者单鸽） 今天上午，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张轩在出席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时强调，要坚持党对立法工作
的全面领导，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确保法律公平、权威、有效。

张 轩 表 示 ，完 善 公 益 诉 讼 制 度 是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党 中 央 决 策 部 署 、满 足 人
民 群 众 日 益 增 长 的 公 益 保 护 需 求 、推 动 公 益 诉 讼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必 然 要 求 。
公 益 诉 讼 解 决 了 一 批 人 民 群 众 的 操 心 事 、烦 心 事 、揪 心 事 ，特 别 是 检 察 公 益
诉 讼 制 度 正 式 建 立 以 来 ，检 察 机 关 能 动 履 职 ，有 力 维 护 了 国 家 利 益 和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集 中 展 示 了 公 益 司 法 保 护 的“ 中 国 方 案 ”。

张轩指出，高质量立法是新时代对立法工作的新要求，必须牢牢抓住立法质
量这个关键，确保制定的法律管用有效，满足人民期待。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从国情和实际出发，把握好工作重点和节奏，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
立法工作的步伐，尽快健全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张轩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开展立法调研，全面梳理、分析研究公益诉
讼面临的现实问题，为立法提供靶向。要充分听取各地、各部门、专家学者等有关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凝聚立法共识。

张轩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上强调

坚持高质量立法
健全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本报北京 9月 21日电（记者刘亭
亭）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杨临萍在出席检察公益诉讼立
法专题研讨会时强调，党的二十大报
告明确“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十四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将检察公益
诉讼法列入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
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是公益诉讼
制度发展完善的一件大事。

杨临萍表示，司法是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公益
诉讼制度中承担着重要职责。人民法院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公益
诉讼制度”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
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强顶层设计。最
高法已经制定环境公益诉讼、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案件等司法解释，与最高人民
检察院共同发布检察公益诉讼等司法
解释或批复，构建起务实管用、严格严
密的公益诉讼裁判规则体系。

杨临萍指出，最高法将重点研究检
察公益诉讼立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精
准研判不同主体提起公益诉讼案件特
点，不断推动调研成果转化，提升公益
诉讼制度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效能。人民法院积极与检察
机关、公安机关、行政主管机关沟通，健
全联席会议、案情通报、线索移送、信息
共享等机制，强化公益保护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形成公共利益保护合力。

杨临萍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上表示

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本报北京 9月 21日电（记者崔晓丽） 今天，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
长陈训秋在出席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时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中国法学会将扎实开展法
学研究，积极服务法治实践，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贡献力量。

陈训秋表示，中国法学会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益诉讼的重要
论述，深化检察公益诉讼理论研究，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建言献策。组织广大法学
法律工作者围绕完善公益诉讼制度等加强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指导
和支持检察学研究会、立法学研究会等深入开展研究，加快成果转化与应用，为完
善公益诉讼制度提供理论支撑；组织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围绕检察公益诉讼立法
有关重大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办好立法专家咨询会，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提供
智力服务。

陈训秋指出，中国法学会要积极服务检察公益诉讼实践，积极宣传检察公益
诉讼制度和实践成果，进一步推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深入人心。要深入开展对外
法学交流与合作，加强我国优秀检察公益诉讼研究成果对外宣传，为提升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理论的国际影响力作出新贡献。

陈训秋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上表示

扎实开展法学研究
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贡献力量

本报北京 9月 21日电（记者谷芳
卿）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高等
学校法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徐显明今天出席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
题研讨会时表示，检察公益诉讼是具有
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是习近平法
治 思 想 的 原 创 性 成 果 和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司法实践表明，检察公益诉讼可
以独立成为一种诉讼模式，相关立法
时机已经成熟，应尽快制定法律。

徐显明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就
要求我们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
改革中完善法治。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历经顶层设计、试点改革、总结经验，
在实践探索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逐渐
走向成熟，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进行
专门立法的迫切性已经凸显。

徐显明认为，检察公益诉讼中检察
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履行职责

中体现了检察权行使的主动性，拓展了
法律监督的内涵和外延。检察公益诉讼
制度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是诉讼法上
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在司法实践中，
检察机关应把诉前实现保护公益目的作
为最佳司法状态；一旦进入到诉讼环节，
应努力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办案效果，
在促进依法行政、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方面
展现独特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

徐显明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上表示

检察公益诉讼可独立成为一种诉讼模式

本报北京 9月 21日电（记者史兆
琨） 今天上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中 国 法 学 会 民 事 诉 讼 法 学 研 究 会 会
长，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
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景汉朝在检
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上发言表
示，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是习近平法治
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
创性成果，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势。经过不断探索，检察公
益诉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丰富
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内容，实现了理论突破和制度创新，夯
实了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基础。

景汉朝表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已将“检察公益诉讼法（公益诉讼法，
一并考虑）”列入立法规划。检察公益
诉讼立法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贯彻以人

为本、独立自主、系统整体和实质公平
的立法理念，着重解决公益诉讼保护对
象的界定与类型化，检察机关与行政机
关、社会组织的公益诉讼实施权配置，
审判权定位与职能变革以及检察公益
诉讼与刑事责任的协调等重点问题。
相信通过立法和丰富的司法实践，一定
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为世
界司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景汉朝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上表示

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应坚持问题导向

本报北京 9月 21日电（记者崔晓
丽）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
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
校长马怀德在今天举行的检察公益诉
讼立法专题研讨会上表示，应加快检
察公益诉讼法立法进程，建立完善的
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更好发挥检察公
益诉讼的重要作用。

马怀德表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
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从立法上看，公

益诉讼是完整的一项制度，应当统一规
定于一部法律中；从诉讼实践看，原有
的制度框架已不能适应实践需要，需要
立法及时跟进；从立法成熟度和可行性
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已经比
较成熟，可以将近年来检察公益诉讼实
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待条件成熟时可以
考虑制定公益诉讼法。

马怀德认为，检察机关代表公共
利益提起诉讼系客观诉讼，具有不同

于主观诉讼的特点和规律。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具有权威性、专业性和
便利性，且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促进
依法行政、规范执法等方面具有优势。

马怀德指出，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
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立法名称问题，明
确和其他主体提起公益诉讼的关系问题，
合理界定公益诉讼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以
及规范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受理、立案、诉
前检察建议、审理、执行等程序等问题。

马怀德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上表示

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本报评论员

群贤毕至，共襄盛举。日前公布
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
划》，将检察公益诉讼法列入一类项
目，标志着检察公益诉讼立法迈上新
台阶。9 月 21 日，检察公益诉讼立法
专题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嘉宾围绕
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聚焦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各抒
己见、畅所欲言，形成了一系列有启
迪、有引领、有创新的研讨成果，为扎
实推进检察公益诉讼立法进一步凝
聚了共识、汇聚了智慧。

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符合制度
设计初衷。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创造性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制度”，到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明确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
时 代 检 察 机 关 法 律 监 督 工 作 的 意
见》明确检察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
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要求

“积极稳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到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完善公益诉
讼制度”；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
察机关开展试点，到修改民事诉讼
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从写进人民
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到单行法
中不断增加检察公益诉讼条款……
正是有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决策、直
接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才有中国检察公益诉讼
制度的创设和完善。当前，无论是民
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还是有关单行
法的相关规定，都难以满足检察公益
诉讼特殊程序性需求。通过制定检
察公益诉讼法，对检察公益诉讼职权
运行的实体、程序规则作出明确规

定，推动检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促
进形成规范高效的权力运行制约体
系。同时，检察公益诉讼法的制定实
施，将为后续制定统一完备的公益诉
讼法打下扎实基础。

制定检察公益诉讼法也是实践
的迫切需要。司法制度来源于实践，
也要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在实践中发
展完善。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亲自决策、系统部
署下，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从顶层设计
到实践落地，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
开、从初创开拓到发展完善，成为全
面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法治
中国建设火热实践中焕发出蓬勃生
机，充分彰显着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
践伟力和真理力量。经过持续探索，
检察公益诉讼已经逐步呈现出区别
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独立诉讼形
态的特点。 （下转第二版）

为扎实推进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凝共识聚合力

检察公益诉讼立法专题研讨会综述之一、之二、之三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