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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
者 白阳）根据 25 日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
《关于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决定
（草案）》，我国拟在上海设立金融
法院，进一步提高金融审判专业化
水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向十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
草案说明时表示，设立上海金融法

院，是落实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完善法院组织体系的重要举措，有
利于增强中国金融司法的国际影
响力，有利于国家金融战略的深入
实施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建设。

草案明确，上海金融法院属专
门法院，其审级与上海市其他中级
人民法院相同，专门管辖上海市应
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商事

案件和涉金融行政案件，管辖案件
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包括上海
市辖区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金融
借款、票据、证券等一审、二审和再
审金融商事案件，上海市辖区中级
人民法院管辖的以金融监管机关
为被告的一审、二审和再审涉金融
行政案件及上海市辖区新型、重大、
疑难、复杂的一审金融商事案件和
涉金融行政案件等四类情形。

我国拟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举行
英雄烈士保护法草案二审、拟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等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
者 王琦 刘奕湛）刑事诉讼法修正
草案25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为加强境外
追逃工作力度和手段，修正草案拟
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主任沈春耀介绍，党中央高度重
视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及
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
以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取得重大
进展，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
2014年，为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会议精神，中央反腐败协调小
组会议提出了建立刑事缺席审判

制度的任务。2016年 7月，法制工
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建立刑事缺
席审判制度的研究报告。中央纪
委建议在配合监察体制改革修改
刑事诉讼法时，对刑事缺席审判制
度作出规定。

沈春耀介绍，本次修改，拟在
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
设缺席审判程序一章，主要规定以
下内容：一是建立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潜逃境外的缺席审判程序，规
定对于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监察机
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
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

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二是规定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潜逃境外的缺席审判
的具体程序；三是充分保障被告人
的诉讼权利；四是根据司法实践情
况和需求，增加对被告人患有严重
疾病中止审理和被告人死亡案件
可以缺席审判的规定。

草案还包括以下内容：完善与
监察法的衔接机制，调整人民检察
院侦查职权；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和增加速裁程序。

据了解，现行刑事诉讼法是
1979年制定的，后分别于1996年和
2012年作过两次较大的修改。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记者
罗争光 陈菲）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二次会议25日审议了国务院关
于提请审议森林法等7部法律的修
正案草案的议案，为依法推进国务院
机构改革，拟对法律中涉及机构名
称、机构职责调整的条款进行修改。

国务院提出，为了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的决定》的要求，根据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
构改革方案，建议对森林法、国境
卫生检疫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国防教育法、精神卫生法、反恐怖
主义法、国家情报法等7部法律中
涉及机构名称、机构职责调整的

条款进行修改。
司法部部长傅政华在会上作说

明时说，这次机构改革范围广，涉及
部门多，需要修改的法律数量大，涉
及法定职责调整的情况也各不相
同。经与有关方面沟通协调，对需
要修改的法律采取分批修改的方式
处理。

7部法律拟就国务院机构改革
涉及的机构名称、职责调整等进行修改

加强境外追逃力度
我国拟修法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罗沙
丁小溪）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
会议25日开始审议人民陪审员法草案
二审稿，社会影响重大的死刑案件有望
纳入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

据介绍，有的常委会委员、地方、部
门、社会公众和学者建议进一步扩大人
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增加死刑案件
和其他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为此，草
案二审稿规定，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社会影响重大的
刑事案件一审，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
成七人合议庭进行。同时，草案二审稿
还在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中增加了“案
情复杂，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
的”。

在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方面，草案二
审稿规定将此工作交由司法行政机关
牵头负责。同时，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
确对不能、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
范围和情形，增加规定公证员、仲裁员
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并将“被吊销律
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被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有严重违法行为，可能
影响司法公信的”等加入不得担任人民
陪审员的情形。

草案二审稿同时规定，人民陪审员
的人身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人民陪审员及其近
亲属打击报复。对报复陷害、侮辱诽
谤、暴力侵害人民陪审员及其近亲属
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重大死刑案件或纳入
人民陪审员参审范围

宣扬、美化侵略战争
或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罗
沙 罗争光）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25日开始审议英雄烈士
保护法草案二审稿，其中明确了宣
扬、美化侵略战争等行为的法律责
任。

据悉，有的常委会委员和社会公
众提出，近年来社会上个别人身着二
战时期日本军服拍照并通过网络传
播，宣扬、美化侵略战争，损害国家尊
严、伤害民族感情，造成恶劣社会影

响，需要明确相关法律责任，予以严
厉打击。

对此，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亵
渎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
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
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草案二审稿还规定，任何组织和
个人不得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
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以侮

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草案二审稿同时规定，在英雄烈
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
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的，纪
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及时劝阻；不听
劝阻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
责英雄烈士保护工作的部门、文物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规定给予批评教育，
责令改正；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
此外，网信和电信、公安等有关

部门在对网络信息进行依法监督管
理工作中，发现发布或者传输以侮
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
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信息的，
应当要求网络运营者停止传输，采取
消除等处置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对
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上述
信息，应当通知有关机构采取技术措
施和其他必要措施阻断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