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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以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为代表，各

国的国家公园都坚持公益属性。中

国的国家公园未来将怎么收费？

“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过程中，

由于理解上的偏差和缺少明确规定，

曾一度出现各部门各地方纷纷设立

不同类型的所谓‘国家公园’，导致对

国家公园的‘认识误区’。”王毅说。

清华大学教授杨锐强调，国家公园

作为最为珍贵稀有的自然遗产，是我们

从祖先处继承，还要完整真实地传递给

子孙万世的“绿水青山”和“金山银

山”。因此，国家公园在局部利益和个

体利益面前要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

“国家公园强调全民公益性，主

要体现在共有、共建和共享上。”国家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在有效保护前

提下，为公众提供科普、教育和游憩

的机会。

杨锐建议，国家公园制度设计中，

应保证每个国民平等参访的权利，为此

国家公园应以国民福利为原则，实行低

费用门票以及相配套的预约制度。

根据方案，立足国家公园的公益

属性，将建立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

资金保障机制。国家公园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各项收入上缴财政，各项支

出由财政统筹安排，并负责统一接受

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等社会捐赠资

金。“下一步将加大政府投入，推动国

家公园逐步回归公益性。”国家发改委

有关负责人说。 据新华社电

经过两年多试点，我国的国家公
园体制26日正式亮相。根据《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到 2020
年，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基本
完成，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分级
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国家公园
总体布局初步形成。

“这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
顶层设计初步完成，国家公园建设进
入实质性阶段。”中国科学院科技战
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王毅说。

方案明确，我国的国家公园体制
以加强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
保护为基础，以实现国家所有、全民共
享、世代传承为目标。国家公园内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由中央政
府和省级政府分级行使，条件成熟时，
逐步过渡到由中央政府直接行使。

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
建立了近万个国家公园，但各国对国
家公园的内涵界定不尽相同。根据
方案，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
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
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

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
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
域。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保护地最
重要类型之一，属于全国主体功能区
规划中的禁止开发区域，纳入全国生
态保护红线区域管控范围，实行最严
格的保护。

方案明确，中国的国家公园坚持
生态保护第一，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
保护起来，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
然遗产；坚持国家代表性，以国家利
益为主导，坚持国家所有，具有国家
象征，代表国家形象，展现中华文明；
坚持全民公益性，坚持全民共享，着
眼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开展自
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
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
利的游憩机会。

到目前，我国已设立10个国家
公园体制试点，分别是三江源、东北
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湖北神农架、
福建武夷山、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
北京长城和云南普达措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 据新华社电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亮相”

中国的国家公园未来怎么收费？

国家主席习近平26日在北京国
家会议中心出席国际刑警组织第86届
全体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坚持合
作创新法治共赢 携手开展全球安全
治理》的主旨演讲，强调中国愿同各国
政府及其执法机构、各国际组织一道，
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共
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
重要演讲。他指出，国际刑警组织成
立近百年来，以增进互信协作、促进世
界安全为己任，遵循让世界更安全的
理念，为凝聚世界各国警方共识、深化
国际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犯罪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自
1984年恢复在国际刑警组织合法席
位以来，恪守国际刑警组织宗旨，遵循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不断深化同国际
刑警组织及其成员国警方执法安全合
作，为维护世界安全稳定作出了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安全问
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加突
出。安全问题是事关人类前途命运
的重大问题。促进和平与发展，首先
要维护安全稳定；没有安全稳定，就
谈不上和平与发展。中国愿同各国
政府及其执法机构、各国际组织一
道，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
帜，加强警务和安全方面合作，共同

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就加强国际执法安全合

作提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合作共建，实现持久安

全。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
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商量。安全
问题是双向的、联动的。各国都有平
等参与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
也都有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责任。
大国应该发挥好自己的作用，同时要
支持和鼓励其他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
中国家广泛平等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各国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
续的全球安全观，树立合作应对安全
挑战的意识，以合作谋安全、谋稳定，
以安全促和平、促发展，努力为各国人
民创造持久的安全稳定环境。

第二，坚持改革创新，实现共同
治理。要推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朝
着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加有效的
方向发展。各国政府和政府间组织
要承担安全治理的主体责任，同时要
鼓励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民间社
会积极参与，形成安全治理合力。要
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升安全治
理效能，着力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
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增加安全治
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

第三，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

义。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
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国与国
之间开展执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两国
各自的法律规定，又要确保国际法平等
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更不能合
则用、不合则弃。要坚持和维护联合国
宪章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章程，认真履行
打击跨国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不断
完善相关国际规则，确保国际秩序公正
合理、人类社会公平正义。

第四，坚持互利共赢，实现平衡普
惠。各方应该坚定奉行双赢、多赢、共
赢理念，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他国
安全，努力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安全
之路。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
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要树立
正确义利观，大国要在安全和发展上
给予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更大支持。

习近平强调，实现本国发展是对
世界的贡献，实现本国安全稳定也是
对世界的贡献。让民众享有一个安
全稳定的生存生活环境，是中国治国
理政的重要目标。近年来，我们不断
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严厉
打击、严密防范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全面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推
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当前，中国社会安定有序，人民
安居乐业，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是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是中
国为世界安全稳定作出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在办好自己事
情的同时，始终认真履行自己的责
任，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积
极参与并倡导国际执法合作和全球
安全治理。中国坚决支持国际反恐
怖斗争，深度开展打击网络犯罪国际
合作，提出责任共担、社会共治的国
际禁毒合作方案，联合各国开展国际
追逃追赃、打击电信诈骗等执法行
动，全面参与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等国际和
区域合作框架内的执法安全合作，创
建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
建立了新亚欧大陆桥安全走廊国际
执法合作论坛。中国坚定支持和积
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安
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
员最多的国家。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赞扬国际
刑警组织为维护世界安全稳定作出
的努力，将继续支持国际刑警组织在
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在
未来5年内，中国政府将加大对国际
刑警组织全球行动支持力度，加大对
国际刑警组织执法能力建设支持力
度，支持国际刑警组织提升全球影响
力和领导力。 据新华社电

习近平出席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旗帜

记者26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高失业人员
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人社部、财政部
近日共同印发了《关于调整失业保险
金标准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适当
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逐步提高到最
低工资标准的90%。

据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保障
失业人员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是失
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近年来各
地逐步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保障失

业人员基本生活取得重要成效。在
确保失业保险基金平稳运行前提下，
适度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逐步提升
失业保障水平，切实保障好失业人员
基本生活。

这位负责人强调，提高失业保险
金标准应以《失业保险条例》相关规定
为依据，兼顾失业保险“保生活”和“促
就业”两项基本功能，在确保基金运行
安全前提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分步
实施，循序渐进。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家技术转移
体系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和完善国家技
术转移体系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建符合
科技创新规律、技术转移规律和产业
发展规律的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全面
提升科技供给与转移扩散能力。

《方案》明确了两步走的建设目
标：到2020年，适应新形势的国家技
术转移体系基本建成，互联互通的技
术市场初步形成，市场化的技术转移
机构、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发
展壮大，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
有机融合，技术转移渠道更加畅通，
面向“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的国际
技术转移广泛开展，有利于科技成果
资本化、产业化的体制机制基本建
立；到2025年，结构合理、功能完善、
体制健全、运行高效的国家技术转移
体系全面建成，科技成果的扩散、流
动、共享、应用更加顺畅。

《方案》提出了三个方面重点任
务。一是优化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基
础架构，推动形成紧密互动的技术转
移网络。激发创新主体技术转移活

力，强化需求导向的科技成果供给。
建设统一开放的技术市场，构建互联
互通的全国技术交易网络。发展技
术转移机构，加强高校、科研院所和
社会化技术转移机构建设。壮大专
业化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完善多层次
的技术转移人才发展机制。二是拓
宽技术转移通道，放大技术转移体系
的辐射和扩散功能。依托创新创业
促进技术转移，深化军民科技成果双
向转化，推动科技成果跨区域转移扩
散，拓展国际技术转移空间。三是完
善政策环境和支撑保障，保障体系高
效运行。树立正确的科技评价导向，
推动高校、科研院所完善科研人员分
类评价制度，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
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
强化政策衔接配套，健全国有技术类
无形资产管理制度，高校、科研院所
科研人员依法取得的成果转化奖励
收入不纳入绩效工资，统筹研究科技
成果转化奖励收入有关税收政策。
完善多元化投融资服务，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和运营，强化信息共享和精准
对接，营造有利于技术转移的社会氛
围。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

成果转化奖励不纳入绩效工资

失业保险金标准将适当上调
逐步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