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夫妇在广州。

宋庆龄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她一

生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与中国共产党风雨

同行，与中国人民甘苦与共。中国共产党

评价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国之瑰宝。

今年1月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

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诞辰 120

周年。我们谨以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

怀宋庆龄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实现民族独

立、人民解放，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

中国所建立的光辉业绩和不朽功勋。

（据新华社）

这张照片被誉为宋庆龄最美丽的照片

之一，广为流传。

青年时代三姐妹合影。宋蔼龄(左)、宋

庆龄(中)、宋美龄(右)。

宋庆龄喂她心爱的鸽子。

宋庆龄诞辰120周年

珍贵影像纪录

1912 年，宋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

学院与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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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角

201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8％，为近 13 年以来最低。一些人由此判

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

已经过去。对此，多位海内外的企业高管和

专家在达沃斯年会期间“不约而同”地说，中

国经济至少在未来 10 年将依然保持 7％至

8％的高速增长。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
波森说：“如果说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依然保

持年均 9％的增长速度，有一定的困难，但是

7％以上的速度，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波森说，

城镇化，尤其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

区，意味着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依然有一

定的空间，而缩小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的差距也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特利

说，依然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今年有可

能实现 8％以上的增速。同时，中国经济将

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如自主创新能力在增强，

企业变得更加强大，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在提

高等。

恶意欠薪入刑后效果有限
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首次将恶意欠薪纳入刑法中，规定了对恶

意欠薪者可处 3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对此，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晓君认

为，从《劳动合同法》到《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

付暂行规定》再到《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我

国在预防和解决农民工欠薪方面的法律日益完

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总体逐渐改善。

“虽然‘恶意欠薪入刑’对防范承包商转嫁

债务和欠薪逃逸有一定威慑力，但这一法条实

施以来总体而言‘雷声大雨点小’。”李晓君表

示，一年多来，各级人民法院新收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刑事案件不过百余件，因“恶意欠薪”而

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虽然入刑了，但真正落实下来追究刑事

责任的能有多少？”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

所所长王来华不无担忧地说，看效果好坏关键

是法律的落实情况，在恶意欠薪事件中，当前

仍旧大量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

专家们认为，目前“恶意欠薪入刑”后效果

有限，主要是因为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

性。比如“经有关部门责令支付”就过于笼统，

会导致农民工欠薪问题发生时，劳动监察、公

安、法院等部门相互推诿。此外，欠薪多少才

是“数额较大”，什么样的情况才算“造成严重

后果”，这些规定相对都比较模糊笼统。

建筑市场混乱加剧讨薪难
此外，这一两年楼市低迷也导致建设领域

欠薪有所增加。李晓君介绍，2009 年各地加

大对欠薪行为打击力度，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总体呈下降趋势。2011 年以来受世界经济环

境与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整个房地产行

业不景气，开发商资金回笼较慢，于是拖欠农

民工工资现象也有所反弹。

北京市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昌说，来

自建筑市场的农民工欠薪事件依旧频发，这与

建筑市场普遍存在的工程非法转包挂靠、违规

用工、农民工工资发放中间环节多密不可分。

“表面看甲方已经把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交给

了乙方，但由于工程层层分包，有的并不具备

承包资质，再加上对于工程款的争议，农民工

工资很容易变成争议的牺牲品。”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劳动保障

监察局副局长王银贵也反映，当遇到包工头逃

逸时，就无法找到当事人履行签字送达等手

续，因此也就难以移送公安部门立案，无法追

究逃逸对象的刑事责任。

对于来自建筑市场的管理秩序混乱，邱宝

昌认为，一方面有关政府部门应加强建筑市场

秩序规范，切实管理好用工制度，避免滥用工，

不签协议非法用工；另一方面，工程项目甲方

可在施工之初就委托第三方建立农民工工资

账户，直接将农民工工资支付其中，减少中间

经手环节，保证专款专用，避免沦落为施工方

的工程款。

多方合力让讨薪之路不再艰难
2013 年 1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数额较大”、“造成严

重后果”的具体情形作了规定，这对司法实践

操作有了更明确的指导意义。

“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如何有效监督让

各职能部门履行职权也是当前需要考虑的重

点。”李晓君说，解决农民工欠薪涉及多个职能

部门，在职权合理分工基础上，也要理顺协调

机制。同时，对于行政不作为也要进行有效监

管，这样才能保证现有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使

农民工权益得到保障。

王来华建议，通过法律手段严厉打击恶意

欠薪，保障农民工获得报酬的合法权益，这才

是解决年复一年讨薪的根本途径。而保障这

一途径关键是有执行力，能够落实好相关法律

政策，避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使辛苦

一年的农民工能够过好年。

“恶意欠薪入刑目的不是多判刑，而是减

少事情的发生。”邱宝昌建议，司法部门应秉公

执法，对于恶意欠薪的坚决查处，强化刑法的

威慑力。

(据新华社北京1月27日电)

履历造假，干部任用有漏洞；大吃

空饷，人事管理有漏洞；冒名顶替，高

考招录有漏洞⋯⋯近期，郑州“房妹”、

陕西“房姐”等事件又牵出“一人有多

个户口”，暴露出户籍制度的漏洞。一

桩桩丑闻、一个个漏洞，无不在考验着

公众的神经。人们不禁要问：如此漏

洞百出，怎么能管住权力之手？

不可否认，制度是不偏爱谁的，之

所以漏洞百出，关键是执行制度的人

出了问题。细细盘点不难发现，这些

“漏洞事件”背后无一不是有人故意开

了口子，走了“后门”，“后门”的背后则

是人情、私利，是拿人钱财的腐败。可

以说，“后门”就是最大的漏洞。

尽管从全局看，“漏洞事件”是少数

人所为，但危害十分严重。它有损于社

会公平正义，纵容有权有钱人为所欲

为；对这些“漏洞事件”不严加处理，对

漏洞不及时堵塞，会产生“劣币驱逐良

币”的负面效应，诱发更多的公权私用。

所有公权都来自人民，只能用来为

人民服务，这个道理没有人不懂，但权

力运行起来，面对钱财美色的诱惑，面

对上级亲友的“说情”，守不住底线的也

不是一个两个人。要规范权力运行，既

要有严密的制度，也要有严格的监督，

更要有严肃的问责追究。环环相扣、严

格落实，制度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近来一系列“漏洞事件”发生后人

们看到，面对媒体的追问，事发地相关

部门或“热回应”后“冷处理”，或以纪律

处分代替追究刑责，或含糊其辞地通报

处理结果以求息事宁人，凡此种种都表

明，在责任追究环节还有很大的差距。

人们期待“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希望它只有一个门，没有仅供少

数人走的“后门”。制度产生漏洞原因

可能很多，堵塞起来也比较费劲，但若

能下决心先把“后门”关上，相信会大

大减少目前常见的“漏洞事件”。

（新华社太原1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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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依法讨薪不再艰难?
又到一年“讨薪季”。尽管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拖欠农民工工资，农民工讨薪这个“老大难”问题近年来不仅依旧频繁出现，还花样

翻新：从跳楼秀到堵车堵路，从祭拜河神到聘请新闻发言人，这些越来越离奇讨薪方式的背后，折射了被欠薪者的无助与无奈。人们
不禁要问，农民工“讨薪难”何时才能不成为年关的辛酸“话题”？

“后门”是
最大的漏洞
■新华社记者 吕梦琦

达沃斯年会如何看中国经济
第43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于23日至27日在白雪皑皑的瑞士东南部小镇达沃

斯举行。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期、中国投资环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成为全球精
英高度关注的中国话题。

中国经济在未来数年的增长前景仍被

广泛看好，但各种挑战不容忽视。

从国际环境来看，美国“财政悬崖”和

“债务上限”问题悬而未决，欧债危机前景仍

不乐观。斯佩尔曼认为，虽然2013年的全球

经济形势总体上会稍好于去年，但是发达经

济体的增速将依然以 1％左右的速度缓慢增

长，这种外部环境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另一挑战。特利

说，近期多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都有抬头

的迹象，而且存在爆发“贸易战”“监管战”

“货币战”的风险。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经济也将面临多

重挑战。波森说，首先是影子银行、银行呆

账、坏账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问题。“虽然中国

依靠其巨额的货币储备有能力应对这个风

险，但是要尽快采取措施。”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与

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就国内

而言，现在最大的风险来自物价和房价。此

外，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建立最基本的社

会福利体制、公共财政体制改革、金融监管

等方面也面临一系列挑战。

（据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7日电）

多位外企高管和专家表示，中国的外商

投资环境是在变化，而非像一些外企所抱怨

的那样在恶化。中国市场依然是众多西方

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特利说，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有了较大提

升，因此外企在中国市场面临的竞争更加激

烈，经营状况也就随之更加困难，投资环境

好像显得有些“恶化”。但事实是，中国经济

正在往价值链上游移动，中国企业和决策者

在处理与外资的关系时也更加成熟，这让很

多人还不太适应。

全球最大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埃森哲

公司全球战略总裁马克·斯佩尔曼表示，虽然

某几个行业的外国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有

些抱怨，但这并不是总体趋势，众多西方国家

的企业依然将中国视为重要的投资目的地。

中国快速增长并未停止

中国投资环境并未恶化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