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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２４日电 为贯彻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要求，根据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从２０１４年１月开始，中央
组织部把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高度重视，扎实推进，取得了明显效果。
各地各单位“三超两乱”现象得到遏制，超配干
部数量大幅下降，按职数配备干部逐步进入良性
循环轨道。截至目前，全国超配的副处级以上领
导职数已经消化３２０４１名，三年整治任务已完成
７９．８５％。

全国整治超配干部任务

完成近八成
消化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３２０４１名

据新华社深圳１２月２４日电 记者２４日下午从
深圳滑坡事故第八场新闻发布会获悉，事故失联
人数变更为７５人，其中有５９名失联人员家属共２７０
人已取得联系和安置，受损企业达９０家，受影响者
达４６３０人。

据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朱廷峰介绍，除２０家
小作坊、２００人之外，其他受损企业主要有两种类
型，一是受损无法恢复的企业，共３４家、涉及员工
２８３０人，二是在外围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也在封
锁线内的企业，共３６家、涉及员工１６００人。

深圳滑坡事故７５人失联

９０家企业受损

据新华社上海１２月２４日电 １２月２４日，上海
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法对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及原总裁沈颢等敲诈勒索、强迫交
易等系列案件作出一审宣判。

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对被告单位二十一世纪传
媒公司判处罚金人民币９４８．５万元，追缴违法所
得；对系列案件的其余被告单位分别处罚金人民
币３万元至５４４３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以敲诈勒
索罪、强迫交易罪等数罪并罚，判处沈颢有期徒
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６万元，追缴违法所
得；对系列案件的其余被告人分别处一年六个月
至十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对部分认罪悔罪、
积极退赃，犯罪情节较轻的被告人宣告缓刑。

２０１５年10月１３日至１１月３０日，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公开开庭审理
了广东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１５家被告
单位，沈颢、陈东阳等３０名被告人敲诈勒索、强
迫交易等１３起案件。

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
和沈颢等绝大多数被告人均表示服从法庭判决，
不上诉。

二十一世纪传媒公司

原总裁沈颢一审被判四年

有些地方对违建别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十余年禁令难阻别墅越禁越多

中国海洋维权仍要负重奋进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褚浩

2015年，围绕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美国军舰
驶入我南海岛礁12海里内等事件，中国打出维
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组合拳”，开展了有理、有
利、有节、有效的斗争，取得了海洋维权的阶段
性进展。但受美国、越南、菲律宾换届选举等因
素影响，2016年中国海洋维权形势依然严峻。

南海、东海争端联动共振更趋明显。日本一
直将东南亚视为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
近年来更是不断加大对东南亚的战略关注和投
入力度。加上日本自认在与我国的东海争端较
量中吃了亏，急欲寻找新战略抓手阻挠中国发
展，分散中国在东海的注意力和战略投入，南海
争端成为其首选。因此，日本不断加大与越、菲
的海上合作，加紧介入南海争端。美国“亚太再

平衡”战略实施力度不断加大，期望南海争端成
为中国的“大国成长陷阱”，在分别强化与日、
越、菲关系的同时，亦希望日能分担更多责任。
我国在南海和东海维权将面临以美幕后操作为
核心，以日本出力献策为链接，以日、越、菲登台
表演、伺机发难为特征的两海联动的巨大挑战。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有待深入推进。长期
以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一直是中国处理海
上领土争端的基本方针，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
果，对维护国家主权和战略机遇期发挥了重要
作用。随着国际环境变化和周边涉华海洋问题
的升温，尤其是个别东南亚国家和域外国家联
手推动南海争端国际化、复杂化以来，“搁置争
议、共同开发”备受挑战。个别国家认为，各方管

辖区域混淆不清、纠纷不断，难以进行共同开
发。因此，“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仍面临双边合
作动力不足、从双边合作向多边乃至地区共识
拓展、从非争议区向争议区延伸、从经济功能升
级为战略效用等挑战和任务。

国际海洋法理博弈将进一步升级。近年来，
少数国家日益重视利用法理和规则手段提高身
价、刷存在感，试图借美日等国战略聚焦中国和
南海争端之机剑走偏锋，恶意解读、利用国际海
洋法攻击中国。自2013年菲律宾将中菲南海争
议提交国际仲裁以来，中国坚持“不接受、不参
与”的立场，通过发布立场文件等方式，坚持在
国际仲裁庭外的斗争，在舆论、法理斗争等方面
取得显著效果，使国际仲裁庭在原来自认其拥

有管辖权的情况下，于2015年7月被迫作出先审
理其自身是否拥有管辖权及此案可受理性问
题、再审理仲裁的实体问题的决定。但美不惜撕
破脸皮、加紧干预仲裁进程，日出谋划策、面授
机宜、倾力相助，为菲站台打气。在上述种种压
力之下，国际仲裁庭11月作出其拥有管辖权、仲
裁进入实体问题审理阶段的决定，南海法理战
全面展开。个别东南亚国家甚至有可能效仿菲
律宾之举，中国以一对多的局面将更加明显，国
际法理斗争将更加激烈。

此外，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周边邻国明显
加大了海上力量建设力度，外国援助成为相关
国家增强海上能力的主要途径。随着2016年相
关装备的交付和投入使用，以及美、日等大国支
持力度和介入程度的提高，相关国家与中国叫
板的底气大幅提升，这不仅加大了中国海上维
权的难度，同时也加剧了各国海上执法活动发
生摩擦的风险。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是一项复杂长期的任
务。尽管海洋维权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但中国
的海洋安全环境仍不乐观，海洋维权的外交战、
法理战、舆论战依然胶着，发生海上摩擦的潜在
风险难以完全排除，中国维护海洋权益和建设
和谐海洋仍需负重奋进,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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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用地日渐稀缺、人地矛盾突出正成为
众多城市发展的症结之一。根据规定，我国各地
国土及规划部门早在2003年已明确停止别墅类
用地供应。然而，在部分用地趋紧城市周边调查
发现，低密度、大占地、高标准的在售别墅项目
越来越多，仅京沪等地周边以“别墅”名义在售
的楼盘就有上百个。

“禁墅令”实施十余年来，以各种手法运作
的“擦边球”项目层出不穷，暴露出城市用地资
源浪费乃至规划落实乱象。

新建别墅项目用地来源花样百出

“时至今日，各城市的在售别墅项目仍层出
不穷，这一现象让人困惑。”上海财经大学不动
产研究所所长陈杰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两年
不开发的土地逾期无偿收回。业内人士表示，这
意味着，即使是在2003年“禁墅令”颁布前获批
的原有别墅用地，也早已过了开发期限。然而，

搜房网等中介统计显示，目前仅北京周边以“别
墅”名义在售的楼盘就有上百个。

记者从多地国土监管部门了解到，按规定，
城市规划中不能存在新增别墅用地供应。众多
新建别墅项目的用地究竟从何而来？记者调查
发现，有部分在售别墅用地属于变相囤地。“有
的旧别墅捂盘惜售，十几年之后再‘二次开
发’。”上市房企华夏幸福的一家施工公司负责
人说。

北京市住建委网站信息显示，北京“华润八
号院”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兴建的“华中园别墅”，
其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市顺港澳台国用(1998)字
第10013号”。据销售人员介绍，这一容积率仅为
0 . 41的别墅项目，盖好了一直没有卖，今年被重
新整修再次发售。据了解，1998年拿地至今，周
边房价至少上涨了十几倍。

还有一些开发商在获得新的一般住宅用地
后，将地块分成别墅区和普通配建区，通过缩窄
楼距、大量配建等做法“调整”容积率，提高别墅
占地面积，用地规划成“空文”。一些地产业人士

反映，通过配建一小部分高密度物业，绕过政策
限制，是众多别墅项目的“潜规则”。

根据国家规定，住宅用地的容积率指标必
须大于1。一些业内人士向记者反映，目前更多
在售的“擦边球”别墅项目中，把容积率做到1 . 01
以规避限制也十分普遍。

监管成摆设

“在土地资源日益紧张、住宅及耕地面积稀
缺的背景下，对别墅用地设限是基于城乡统筹
长远发展的举措，是基本的规划红线。”同济大
学教授杨海真说。

为进一步刹住违建之风，国家及各地国土、
规划部门几乎年年重申严禁向别墅供地。然而
顶风作案仍时有发生，仅2010年以来，湖北省宜
昌市规划局等部门违规批准建设别墅、福建省
晋江市有关部门违法批准转让土地建别墅等案
件，均被国土资源部门挂牌督办。

“受利益驱使，开发商有开发别墅类高端住

宅的冲动，有些地方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国土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我国目前
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居民居住条件相差太大并
非积极现象，各地政府不应鼓励住房差距过大，
亟须加强对“擦边球”做法的监管。

专家表示，每年有限的住宅用地供应通过
种种手法建成别墅，挤压了中低收入阶层的住
宅用地供给。“一些地方规划的别墅群、低密度
住宅区供大于求出现空置，还造成了资源浪
费。”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
任李铁表示。

“只有从严规范部分别墅项目打政策擦边
球的种种做法，才能真正让城市用地规划落到
实处。”中国地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李江风
说。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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