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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证科创100指
数正式上线，发布实时行情，
科创板指数体系再添新成
员。上海证券交易所表示，科
创100指数是从科创50指数
样本以外的科创板上市公司
证券中选取100只市值中等且
流动性较好的证券作为样本。
两者共同构成上证科创板规模
指数系列，目前约可覆盖科创
板上市公司总市值的66%。

本报综合

本报综合消息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
《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以下简称
《改革规划》），部署今后五年检察改革，加快推
进检察工作现代化，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更好服务保障在
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改革规划》明确了完善坚持党对检察工作
绝对领导的制度体系，健全检察机关能动服务
大局制度体系，全面构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现
代化制度体系，完善检察机关司法体制综合配
套改革制度体系，构建现代化检察管理制度体
系，健全数字检察制度体系等六大体系共36项
改革任务。

完善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机制

《改革规划》强调，健全学思践悟习近平
法治思想常态化机制，健全落实党对检察工作
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业务领导机
制。健全检察机关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制度。
完善法律监督与党内监督等衔接机制，建立法
院、检察院工作交流会商机制。健全检察机关
上下级领导机制。创新检学研共建机制。

《改革规划》提出，健全服务保障经济高质
量发展工作机制，完善检察机关服务京津冀协
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国家战略
的协作配合机制。健全检察环节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机制，完善服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工作机制，加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建设。
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动建立中国特色涉
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深化检察环节诉源治理
改革，健全检察环节信访工作法治化机制。

《改革规划》提出，协同推进以审判为中心
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审前
把关、过滤作用，健全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
体系。完善准确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机制，
深化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健全强化对刑事
立案、侦查和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健全检察
机关侦查工作专门化机制，健全职务犯罪检察
工作机制。健全对刑事执行的监督机制。完善
民事诉讼监督机制，健全行政诉讼监督机制。
完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和未成年人检察制度。
健全保障法律统一适用工作机制。

《改革规划》提出，建立健全数字检察工作
机制，积极构建“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
撑、重在应用”数字检察工作模式。加强数据整
合和技术支撑，整合优化数字检察基础支撑环
境，实现平台融合。推进数字检察深度应用，聚
焦业务办案，完善司法办案辅助系统、大数据赋
能系统，推进数字时代互联网检察办案工作。

《改革规划》还在优化检察人员管理制度、
检察案件管理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部署。

加大网络犯罪打击力度和效果

“新时代新征程，新一轮检察改革紧紧围绕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以下几个鲜明特
征。”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指出。

《改革规划》提出一系列提升服务大局效果
的制度设计。比如，为进一步把法律监督工作
纳入党委工作大局，《改革规划》提出建立法律
监督与法治督察、党委政法委执法监督衔接机
制；针对当前网络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加大网络
犯罪打击力度和效果，《改革规划》提出探索建
立统筹协调、分工负责的网络检察工作机制；为
加大对金融证券类犯罪打击力度，《改革规划》
提出健全上级检察院对跨区域金融犯罪案件统
筹协调、挂牌督办机制；完善与金融监管部门、
侦查机关、审判机关会商机制；探索和完善在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驻检察工作机制等。

《改革规划》结合人民群众更高司法需求和
过去办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诸多优化完

善措施。比如，提出“健全各项刑事检察业务的
统筹协调、综合指导工作机制”“推动案件繁简
分流”“健全职务犯罪检察与监察机关配合制约
工作机制，加强办理重大职务犯罪案件沟通协
调工作”“健全不同领域公益诉讼办案指引”“推
动完善民事、行政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研究推进
刑事再审检察建议工作”“建立落实民事、行政
诉讼和执行案卷调阅制度”等，都是基于提升办
案质效的考虑。

《改革规划》提出的举措，都是围绕如何加
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均有相应政策、法律
依据，大多数在实践中有可靠的试点探索经
验。最高检党组还特别强调，批捕、起诉、诉讼
监督等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只能加强、不能
削弱。

《改革规划》中关于检察履职的大部分措
施，主要是以加强和完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
诉讼检察以及四大检察综合、协同履职为导向
设计的。其中，刑事检察重在构建以证据为核
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提出“健全非法证据排除、
分析、通报和报告制度”“强化涉案财物公诉职
责”“完善刑事案件自行补充侦查机制”“大力加
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等能力建设”
等，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审前过滤把关、指控证明
犯罪等作用。

此外，《改革规划》锚定法律监督理念、体
系、机制、能力四个现代化目标；持续深化司法
责任制改革；将数字检察单独列为一个部分，从
机制、平台、应用三个方面提出要求。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连续两月环比上升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日公

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7月末，我国外汇
储备规模为32043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113
亿美元，升幅为0.35%。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连续两个月环比上升。

估值效应是主要推动力。“外储规模回
升主要受益于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的
正估值效应。”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表示。

7月，受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及预期、世
界宏观经济数据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下
跌，全球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涨。其中，美
元汇率指数下跌1.0%至101.9，非美元货币总
体升值；以美元标价的已对冲全球债券指数
走平，标普500股票指数上涨3.1%。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副院长赵庆明表
示，7月份，我国外汇储备规模环比上升，大
部分贡献源于汇率折算因素。据初步统计，
汇率折算因素对7月外汇储备余额形成逾百
亿美元的增值效应。资产价格方面，由于全
球债券价格相对稳定，对于外汇储备的影响
可以“忽略不计”。

“外汇储备规模增加，进一步夯实了我
国稳汇率的‘三个大盘’（宏观经济、国际收
支和外汇储备）。”管涛表示，7月末，外汇储
备规模升至年内次高，较去年月均储备规模
高出853亿美元。日前，中央政治局会议也
重申，“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
上的基本稳定”。

外储延续回升之势的同时，我国外汇市
场供求保持基本平衡。

“在剔除汇率和资产价格因素后，可以
推算7月因国际收支导致的外储变化应在合
理范围内，这表明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
稳，境内外汇供求保持基本平衡。”中国民生
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说。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昨日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
指数。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
数为110.9点，比上月小幅提
高0.3个点。

人才城市共舞 激活“塔尖效应”

最高检发布五年检察改革规划 明确36项任务

加大对金融证券类犯罪打击力度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日
发布汽车整车进口情况。6
月，中国整车进口量环比增长
7.3%，同比增长7.7%；中国
整 车 进 口 金 额 环 比 增 长
10.8%，同比增长5.3%。上半
年，中国汽车整车进口量同比
下降22.4%；中国整车进口金
额同比下降23.8%。

近期，“百所高校千名博士青岛行”活动、中国?山东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北大清华学子暑假实训
营、“青岛工匠日”活动接踵举行。一时间，人才“活水”激荡起城市高质量发展热潮。

观察一座城市创新活力和高端人才创造力，高新技术企业是最直观的窗口。

上海
作为上海的一个区，杨浦区拥有国家级大学科

技园区7家，占上海的一半；拥有8000余家科技企
业，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223家，拥有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258家，总量居上海中心城区第一。

杨浦区拥有“两院”院士66人，占上海的三分
之一，目前拥有海外高层次人才达1637人，拥有
上海三分之一的研究生、五分之一的本科生。

长沙
高端人才广泛分布在各条重点产业链上，共

同见证“工程机械之都”走向世界。
先进计算产业链认定高层次人才289人，汽

车产业链认定128人，工程机械领域认定125人。

青岛
截至2022年底，青岛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7050家，约占山东省四分之一；高新技术企业达
6680家，约占山东省四分之一；上市高企达43家。

截至2022年底，青岛市人才总量突破265万
人，其中驻青院士占全省60%，国家级人才工程数
量、在青博士、博士后数量居全省首位、全国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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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检察环节维护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机制，完善服务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机制，加
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机制建设

●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推
动建立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
司法制度

●深化检察环节诉源治理改
革，健全检察环节信访工作法
治化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