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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调整
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原
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
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通知》明确，新的城市规模划
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
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
常住人口 50 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
市，其中 20 万以上 50 万以下的城
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
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
以上 100 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
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
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 300 万
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
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
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 500 万
以上 1000 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
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
市为超大城市。

数据显示，截至 2010年全国城
区人口超过 1000万的有 6个城市，
城区人口达到 500 万~1000 万的有
10个城市。

此前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指
出，2010 年城区人口 100 万人口以
上的城市有 140 个，按照旧的标
准，都是特大城市。按照新标准，
特大城市是指城区人口 500 万以
上的城市，按照 2010 年的数据就
只有 16个。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李兵弟指出，严控特大城市人口数
量是个积极的信号，即特大城市不
能无限制发展，大城市的现代治理
与发展，依然是艰巨的时代课题。
集聚人口、产业是城镇化课题的应
有之意，提升城镇功能和人口素质，
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永恒课题。

综合新华社等报道

推动金融改革发展 有力保护存款人权益

我国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廿载磨一剑，今朝终出鞘。近日，国务

院法制办公室全文公布《存款保险条例（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标志着
酝酿20多年的存款保险制度即将建立。

据悉，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以立法的
形式，强制要求银行、信用社等吸收存款的
金融机构按规定缴纳保费，形成存款保险基
金，当个别银行经营出现问题、存款人利益
可能受损时，及时动用存款保险基金向存款
人偿付受保存款，并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存款
及存款保险基金安全的制度。

存款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普遍
实施的、基础性的金融制度。目前，世界上
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
度。我国早在1993年，即着手研究论证建立
存款保险制度有关问题。2013 年 11 月，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建立存款保
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重
大金融改革，有利于更好地保护存款人权益，
维护金融市场和公众对我国银行体系的信心；
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金融安全网，增
强我国金融业抵御和处置风险的能力；还有利
于为加快发展民营银行和中小银行、推进利率
市场化等下一步金融改革创造环境和条件。
专家认为，当前推出存款保险制度，最大的意
义就在于编织更结实的金融安全网，以此保障
中国金融业充分竞争、优胜劣汰，真正提高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将有力地保护存
款人权益。存款保险推出能让百姓的存款
更保险。我国存款保险偿付限额很高，能保

障绝大多数存款。央行调查显示，将偿付限
额设为 50 万元，能为我国 99.63%的存款人
提供 100%的全额保护。当个别银行出现问
题时，存款保险通常用市场手段促成好银行
收购问题银行，将问题银行的存款转移到好
银行，实际上使存款人得到 100%的全额保
障。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对倒闭银行
实施清算。从国外做法看，如果遇到重大危
机，还可以临时采取全额保险方式，最大限
度地保护存款人权益。

存款保险推出不会引发大范围的“存款
搬家”。由于 99.63%的存款人受全额保护，
没必要转移存款；对 0.37%的大额存款人来
说，他们中大部分是企业、机构客户，熟悉金
融政策，与银行关系紧密，不会听信谣言轻
易搬家，同时，一些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服

务更灵活、利率更划算，银企关系更有“黏
性”，因此，总体看，存款变动的范围、规模和
影响都将比较有限。从国际上看，也没有因
为推出存款保险而发生大规模“存款搬家”
的现象。

此外，存款保险推出不会抬高银行资金
成本，最终转嫁给存款人或小微企业。

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也将惠及银行和
企业经营。对银行来说，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可以减少银行挤兑风险，增强银行自身的安
全性；可以大大减少来自政府的干预，增强
银行的经营自主性；还可以推动银行提高经
营管理水平和金融服务质量。对企业来说，
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其存款尤其是小微企
业存款保护将有实质性的加强和改进。

据《人民日报》

防治艾滋病在行动
今年 12月 1日是第 27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世界艾滋

病日活动主题仍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据了解，自我国 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截

至今年10月底，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已达49.7
万例，死亡15.4万例。目前我国设立了9043个艾滋病自愿检
测咨询点、766个美沙酮门诊、2.4万个筛查实验室、3413个抗
病毒治疗定点机构、163个中医药定点治疗机构、3281个综合
诊疗定点机构，形成了布局合理、遍布城乡、功能完善的艾滋
病防治服务网络。艾滋病患者病死率逐步下降，全国疫情保
持在低流行水平。目前我省累计确认艾滋病感染者 63940
例，其中现症病人33662例。

公共场所禁烟再次升级
11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送审稿
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个人在禁止吸烟场
所（区域）吸烟的，可处以50元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截至目
前，全国已有近200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所控烟地方法规。

公共场所禁烟控烟对于广大市民而言，已经不是一个新
鲜话题了，学校、妇幼医院、公共交通工具室外等候区域等也
将全面禁止吸烟。此前，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
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该《条例》规定，公共
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
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在禁止吸烟场所和区域抽烟可
被处以最高200元罚款。《条例》将于2015年6月1日起实施。

火车票预售期
12月1日起调整

近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发布消息称，12月1日起全国铁路
客票预售期逐步调整为 60天，12月 3日起对开车前 15天以
上退票的不收取退票费，12月10日起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

据了解，从 12月 1日起，火车票预售期将分步延长至 60
天。12月1日由现行的20天延长至30天，12月2日至12月6日，
预售期每天再比上一日延长6天，即12月2日预售期由30天延
长至36天，12月3日预售期由36天延长至42天，12月4日预售
期由42天延长至48天，12月5日预售期由48天延长至54天，12
月6日预售期由54天延长至60天，12月7日预售期为60天。

用人单位不诚信
将被纳入“黑名单”

近日，从郑州市政府获悉，郑州市将启动实施用人单位
劳动保障诚信等级评价制度。凡出现不签劳动合同、拖欠劳
动者工资或者不安排职工休假等违规违法行为的用人单位，
今后都将被纳入企业用工的“黑名单”。

按照规定，全市行政区域内除省直管辖以外所有的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有用工行为的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外地驻郑单位和在本辖区内有临时用
工行为的单位等，都必须接受每年一次的诚信等级评价。劳
动监察部门将依据十类信息指标对适用规定的用人单位予以
诚信等级评价。这十类指标包括：用人单位是否和劳动者建
立劳动合同；是否在工作中严格遵守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
动保护规定；是否按时足额支付工资；是否执行本市最低工资
标准；是否为职工办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
并足额缴费；是否合理安排职工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等。

“国家宪法日”
立法核心三问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设立
国家宪法日的决定草案。根据草案，中国拟将每年12月4日
设立为国家宪法日。2014年的 12月 4日将是首个国家宪法
日，就广大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记者征询新郑市司法局相
关专家进行释疑。

一、宪法日为何是12月4日？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拥有最高法律效力。我国曾于
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通过四个宪法，现行宪法为
1982年宪法，于当年12月4日正式实施。

2001 年，我国将每年的 12 月 4 日作为“全国法制宣传
日”。据全国人大最新通过，我国拟将每年12月4日设立为国
家宪法日。

实际上，早在 1982年 12月 4日我国现行宪法颁布之时，
一些宪法学者就提出了将这一天设为“宪法日”的建议。而
这是首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立法形式设立国家宪法日。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设有宪法日。如丹麦的宪法日是6月
5日，波兰的宪法日定在每年 5月 3日，日本的宪法日也定在
这一天。

宪法宣誓制度在国外亦由来已久。自1919年德国《魏玛宪
法》首次确认国家公职人员就职宣誓制度以后，这一制度被许多
国家的宪法规定下来，成为各国宪政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宪法日有什么意义？

设立国家宪法日，打开了宪法走进生活的一扇心灵之门，
其意义或许不光是一种仪式上的安排，同时也是为宪法的实施
和监督作铺垫，甚或这本身就是一种宪法实施的体现。

决定草案指出，设定国家宪法日即是为了增强全社会的宪
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加强宪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
治国”的要求。这也是“依宪治国”首次写入四中全会公报。

2004 年胡锦涛同志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2012年 12月 4日，在纪念现行宪法正式施行 30周年会上，习
近平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专家认为，依宪治国最重要的就两点，一是保证宪法实
施，另外是宪法的监督，即违宪审查。设立宪法日，对在全社
会开展宪法意识、宪法观念和宪法权威的教育有重要意义。

三、宪法日将做什么？

实际上，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将12月4日作为
每年的全国法制宣传日。而每 10年都举行一次隆重的纪念
活动，这已成惯例。

纵观 10多年来的全国法制宣传日主题，其中 6年主题都
与宪法相关。如 2004 年、2005 年的强调“弘扬宪法精神”，
2011年明确提出“深入学习宣传宪法”等。设置宪法日后，更
有助于大家从不同角度理解宪法。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
的新修订的《安全生产
法》，从加强预防、强化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隐
患排查、完善监管、加大
违法惩处力度等方面做
了修改，涉及修改的条款
达 70 多条，旨在为我国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营造
安全的生产环境提供有
力的法制保障。

个减为 个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140 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16

亮点一：亮点一：彰显“以人为本”理念
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增加了“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的规定，使立法理念得

以提升，更加科学、更加人性。立法理念的改变，会对基本方针、主要制度、法律责任的
提升和发展起重要的指导作用。

亮点二：亮点二：对违法行为“亮红灯”
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对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监管人员的行政

责任等都加大了处罚力度。按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四类事故等级处以罚款，其中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00万
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罚款。

根据新修法律的规定，发生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责任人也将面临更严格
的处罚。新修法律还严格了监管人员的行政责任。

亮点三：亮点三：改变监管方式“出硬招”
此次安全生产法的修改在赋予监管强制手段上有了突破：
一是扩大了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部门的查封扣押权，此举对及时解决违法问题、

恢复秩序意义重大。
二是为了保证监管的实效性，修改后的法律提出了一些协同监管的具体措施，如对

拒不执行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等决定的生产经营单位，负有安全
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可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直
至决定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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