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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 2 月
29日下午就新能源技术与
我国的能源安全进行第十
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
时强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积极发展
清洁能源，推动经济社会绿
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国际
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
普遍共识。我们要顺势而
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
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
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

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为
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
更大贡献。

中国工程院院士、新能
源电力系统全国重点实验
室主任刘吉臻教授就这个
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
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
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
论。

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
讨论后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
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
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
我国能源发展仍面临需求
压力巨大、供给制约较多、
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
一系列挑战。应对这些挑
战，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
源。

习近平强调，我国风
电、光伏等资源丰富，发展
新能源潜力巨大。经过持
续攻关和积累，我国多项新
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
已全球领先，建成了世界上
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
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
产品还在国际市场上形成

了强大的竞争力，新能源发
展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我
国成为世界能源发展转型
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推
动者。

习近平指出，要统筹好
新能源发展和国家能源安
全，坚持规划先行、加强顶
层设计、搞好统筹兼顾，注
意处理好新能源与传统能
源、全局与局部、政府与市
场、能源开发和节约利用等
关系，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
展。

习近平强调，要瞄准
世界能源科技前沿，聚焦

能源关键领域和重大需
求，合理选择技术路线，发
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
强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
关，强化科研成果转化运
用，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
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
升级的新增长点，促进新
质生产力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适应能
源转型需要，进一步建设好
新能源基础设施网络，推进
电网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
和智能微电网建设，提高电
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
和调控能力。加快构建充

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支撑
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新
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
有序推进新能源产业链合
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共赢新模式。深度参与国
际能源治理变革，推动建立
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
能源治理体系。

习近平最后强调，实现
科技自立自强，既要把握当
今科技发展的大方向，又要
坚持以我为主，突出问题导
向和需求导向，提升科技创
新投入效能。

大力推动我国新能源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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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
刑法修正案（十二）明确列举
了多次行贿或者向多人行
贿、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等7种
严重行贿情形，规定对这7类
行贿要从重处罚。同时，修
正案提高单位行贿罪的刑
罚，并对其他贿赂犯罪的刑
罚作出相应调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刑法室副主任许永安表示，实
践中仍然存在对行贿惩处偏弱
的情况，行贿案件立案、查处的
比例仍然较低。有关执法司法
部门要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对
法律规定重点查处的行贿案
件，该立案的坚决予以立案，该
处理的坚决作出处理。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数据显示，近年来，行贿犯罪
被告人中涉案金额在百万元
以上的占比，从 2017 年的
14.8% 上 升 至 2023 年 的
48.6%，行贿金额呈明显上升
趋势。行贿犯罪案件多发生
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
富集的重点领域。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第二庭庭长马岩表示，人民
法院将坚持依法惩处行贿犯
罪，切实扭转“重受贿、轻行
贿”的观念。突出重点，对多
次行贿、巨额行贿、向多人行
贿、危害一方政治生态的行
贿人依法从严惩处。对于在
国家重点工程、重大项目中

行贿，在组织人事、执纪执法
司法、食品药品、教育医疗等
领域行贿的，依法严惩不贷。

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
主任高景峰表示，检察机关
将加强对受贿案件中行贿行
为的审查，依法将行贿犯罪
线索及时移送监察机关，重
点审查行贿案件量刑偏轻或
不均衡等问题。

据悉，最高法正会同最
高检研究制定《关于办理贪
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结合刑
法修正案（十二）新规定、新
要求，明确单位行贿、对单位
行贿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
准，统一法律适用。

刑法修正案（十二）3月1日起施行

加大行贿犯罪惩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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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强 3月 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行动方案》，研究加快现
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持
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等工作，讨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

术推广法〉等 3部法律的修
正案（草案）》。

会议指出，推动新一轮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是党中央着眼于
我国高质量发展大局作出
的重大决策。要按照党中
央部署要求，坚持市场为
主、政府引导，坚持鼓励先
进、淘汰落后，坚持标准引
领、有序提升，抓紧完善方

案，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先
进产能比重持续提升，高质
量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
民生活，让这项工作更多惠
及广大企业和消费者。要结
合各类设备和消费品更新换
代差异化需求，加大财税、金
融等政策支持，更好发挥能
耗、排放、技术等标准的牵引
作用，有序推进重点行业设
备、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领

域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和老
旧农业机械、教育医疗设备
等更新改造，积极开展汽车、
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形
成更新换代规模效应。要落
实全面节约战略，抓紧建立
健全回收利用体系，促进废
旧装备再制造，提升资源循
环利用水平。

会议指出，构建现代化
基础设施体系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
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要求。要适应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加
强统筹谋划，协同有序推
进，着力完善空间布局、优
化供给结构、提升综合功
能、推进系统集成，加快构
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
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
基础设施体系。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词，强化政策支持和改革
赋权，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
域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
展能级，更好发挥先行探路、
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
项。

积极开展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等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二）3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进一
步完善惩治腐败犯罪规定，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完善惩治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犯罪相关
规定，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在惩治民营企业内
部人员腐败犯罪方面，刑
法修正案（十二）将实践
中反映最为集中、迫切的
发生在民营企业内部的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为亲
友非法牟利和徇私舞弊
低价折股、出售资产等三
类行为规定为犯罪，进一
步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
业和企业家权益。

据介绍，人民法院将
准确把握立法精神和犯
罪构成要件，防止不当认
定犯罪。在加大对民营
企业内部人员腐败犯罪
惩治力度的同时，做到该
宽则宽、当严则严。对于

经公司企业同意、没有违
反忠实义务的经营同类
营业等行为，不宜以犯罪
论处。检察机关将依法
加大对民营企业内部人
员实施的职务侵占、挪用
资金等腐败行为的惩处
力度，严厉打击关键技术
岗位、管理岗位人员侵犯
商业秘密、商标权、著作
权等犯罪，同时坚决防止
和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
预经济纠纷。

公安部法制局副局
长孙萍表示，公安机关将
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活
动，完善配套制度规范，
进一步强化案件审核和

执法全流程监督，完善投
诉、举报处理机制，严肃
处理公安机关违规受立
案、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违规收费处罚等损害企
业利益问题。严格区分
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依
法规范适用拘留、逮捕等
羁押性强制措施，在保障
办案的前提下尽可能减
少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影
响。持续整治逐利执法
和超职权、超范围、超数
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
结涉案财物等执法活动
的顽瘴痼疾，集中排查纠
正不规范冻结等执法问
题。

对7类行贿要从重处罚
该立案的坚决予以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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