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75届联大议题项目 86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大使在第 75届联大六委
关于“国内和国际的法治”议题下的发言

（2020年 10月 20日）

主席先生：

腐败是全民公敌，是社会毒瘤，侵蚀公平正义稳定，阻碍

经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应携手应对。中国一直主张并积极推

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中国代表团欢迎

联大在“国内和国际的法治”议题下讨论“防止和打击腐败的措

施”分议题。

主席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年来，中国坚定不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作出巨大努力，取得积极进展。

一是坚持依宪治国，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宪法实施和

监督工作，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以立法形式将每年 12月 4日

设立为国家宪法日，在全社会弘扬宪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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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

价值追求，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

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

三是坚持中国法治道路。既学习借鉴世界优秀的法治文明

成果，又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适合自己的法治实

践。

主席先生，

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惩治腐败奠定了重要基础，提

供了根本保障。过去几年间，中国持续加大反腐力度，取得显

著成绩。

一是完善反腐败制度建设。聚焦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设

立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实现对公权力监督的全

覆盖。

二是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近年来先后制定《监察法》、《国

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修订《公务

员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不断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

三是强化反腐败追逃追赃。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

零容忍，持续保持高压态势。无论腐败分子逃到天涯海角，都

把他们绳之以法。

四是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国与 81个国家缔结引渡条

约、司法协助条约和资产返还与分享协定，共 169项。积极参

与并推进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框架下的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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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合作。

中国反腐斗争顺应时代潮流，反映人民呼声，体现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为全球反腐治理作出重要贡

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主席先生，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反腐治理与国际合作，维护联合国在全

球反腐治理中的权威，支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全球反腐

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主张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反腐治

理体系。全球反腐治理应恪守各国主权平等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原则，尊重各国依据本国国情采取的反腐败政策和措施，反对

搞双重标准，反对通过“长臂管辖”等单边主义做法侵犯他国主

权和利益。

2021年将举行反腐败特别联大，中方将继续高举多边主义

旗帜，与各方一道积极开展筹备工作，推动会议圆满成功，为

促进全球反腐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