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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hinaC
新京报讯 （记者王姝）

去年，我国境内外追赃追逃，
共计追缴赃款赃物 77.9 亿
元，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
人 1631 人。昨日，中国法学
会发布《中国法治建设年度
报告（2011）》（下简称《法治
年报》），通报了上述内容。

去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第一
年。该份3.5万字的《法治年
报》，梳理了去年我国立法、审

判、检察、司法体制改革、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律监督、人权法
治保障等各方面工作。

行贿犯罪档案查
询系统全国联网

报告称，2011 年全年共
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
32567 件 44506 人，其中，贪
污贿赂大案 18464 件，涉嫌
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

人员 2524 人（含厅局级 198
人、省部级7人）。渎职侵权
犯罪案件 7355 件 10585 人，
人数同比增加3.5%。加大惩
治行贿犯罪力度，对 4217 名
行贿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比增加6.2%。深入开展职
务犯罪预防，向有关单位提
出预防建议 41864 件。实现
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全国
联网，向社会提供查询 68 万
余次。

报告介绍，2011年，全国
法 院 共 受 理 各 类 案 件
12215570 件 ，审 结 、执 结
11489020 件 ，标 的 额 17000
多亿元。其中在审结的 655
万多件各类一审民商事案件
中，24.5%是婚姻家庭、继承
纠纷案件。

去年105万名罪犯获刑

报告说，各级法院去年

共审结近 84 万件一审刑事
案件，判处罪犯 1050747 人，
其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死刑的罪犯占
生效被告人数的14.21%。去
年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行为的打击力度，审结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案件
278件。

报告指出，2011 年全国
98%的监狱实现了无脱逃、
无重大狱内案件、无重大疫

情、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
目标，26 万名罪犯获得职业
技术等级证书。

根据报告，中国建立和
完善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
度，2010 年、2011 年共救助
刑事被害人约1.2万人，发放
救 助 金 约 2.3 亿 元 。 全 国
1935个看守所检察室实现了
与看守所的监控联网，对看
守所执法管理活动进行实时
监督。

境内外赃款赃物去年追缴77.9亿元
中国发布2011年度法治建设报告；去年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1631人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或将证明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进行十年，数百位学者参与；辽宁、安徽两处考古发现提供“物证”

“中华文明五千年”有
何 争 议 ？ 为 何 要 花 费 10
年，来证明“中华文明五千
年”？关于“文明”的定义是
否为一家之言？

新京报：你怎么理解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

王巍：中华文明有 5000
年的历史沧桑和变迁。“上
下”是说一脉相承、延续不
断。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
中唯一的文明延续不断、持
续至今的文明。这一点毋庸
置疑。

新京报：为什么我们熟
悉的这个“口头禅”会遭到
怀疑呢？

王巍：中国古代史籍把
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
历史肇始，中华文明被认为
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古代
文献中有不少神话色彩，还
不能作为信史证明中华文
明五千年。

研究学者都知道，五千
年的说法是没有经过科学
研究的，不是一个经过科
学研究的结论。部分国外
学者甚至至今仍然怀疑，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
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如
果不存在，中华文明历史
就连四千年都没有，而是
只有三千多年。

新京报：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王巍：这个工程有很多

内容，包括中华文明如何
起源、形成和发展，经历了
怎么样的过程，为什么经
历 这 个 过 程 ，其 背 景 、原
因 、特 点 和 机 制 是 什 么 。
5000 年文明是研究论证的
一个方面，还有一点是“多
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
如何形成的。作为世界四
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学
者，对自己文明的一些基
本问题如果不拿出较为系
统的见解，确是令人汗颜
的事情。

新京报记者 仲玉维

“在国际学术界，以往
‘文明’的标志是冶金术、文
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这
并不符合世界各地进入文明
的特点。”王巍介绍，此次对

“文明”有了重新界定。
王巍认为文明形成有 5

个标志，包括农业的发展和
手工业的进步；某些高端手
工业的专业化；珍贵物品的
制作和稀缺资源被权贵阶层
所控制；人口增加和人口的

集中，出现了政治、经济和
文化中心——都邑；社会分
化加剧，出现了集军事指
挥、宗教祭祀和社会管理于
一身、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
王权和区域性政体——早期
国家。

王巍认为，中国的标准
可能更符合世界情况，判断

“文明”最关键的应是出现
国家和王以及金字塔式的社
会结构（严格的等级制度）。

■ 揭秘

中国专家重新界定“文明”

■ 对话

“文献中不少神话色彩不能作史”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猪龙。
（距今约6000-5000年）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
（距今约5500-5300年）

新京报讯 （记者仲玉维）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这
一形容中国历史悠久的“口
头禅”，在学者近 10 年的研
究之下，可能将被证明。

近日，社科院公共考古中
心联合北大公众考古与艺术中
心举办“2012 公共考古论坛
——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学者正在努力为“中华文
明五千年”一说寻找依据。

该工程阶段性总结认为，
近年辽宁牛河梁、安徽凌家滩
等年代距今 5000 年左右、随
葬精美玉器的高等级贵族的
大型墓葬的发掘，和规模宏大
的祭祀遗迹的发现，可以推测
当时进入初期文明不无可能。

多个科研机构参与探源

据悉，“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是迄今为止，中国规模
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
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
工程。从 2002 年开始，工程
已进行了10年。

该工程涉及多个国家科
研机构、十余个省级考古研
究机构、近十个大学的数百
位学者参加了项目工作。据
介绍，探讨的内容包括中华
文明起源、形成的年代、文
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
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

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中华文
明的特点等问题。

工程带头人之一、社科
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表
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在
为中华民族续写“家谱”。

5000年文明还需论证

王巍介绍，考古学家对
于一南一北的良渚文化和陶
寺文化的研究，证明距今
4500 年的中华民族已经进
入初级文明社会，为探索五
千年文明的重要支点。

而辽宁牛河梁、安徽凌
家滩的一些发现，则反映出
早在距今 5000 多年前，一些
地方阶层分化已相当严重，
权贵阶层业已形成。

据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研究员吴卫红介绍，凌家
滩遗址出土有玉器 600 多
件，石器约 400 件。而在凌
家滩遗址北部，有一处独立
的祭祀和埋葬场所即祭坛和
贵族墓地。不同的墓葬使用
的“石头”数量、种类都不
同。这些石头反映了社会分
化和等级制度已开始出现。

“与之相互匹配的都邑，
比如高等级的建筑、宫殿等
等还没有发现，但很有可能
已经进入了初期文明，还需
要充分的证据。”王巍说。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一座距今5000余年的墓葬。墓葬里出现200多件石器、玉器和陶器。 本版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