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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前三季度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0.7%，首次实现年内累计增速由负转正

中国外贸打出“翻身仗”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之下，
中国外贸迎来“翻身”时刻——— 海关总
署13日发布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
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0.7%，
首次实现年内累计增速由负转正。全
球贸易遭遇重创之际，什么力量在支
撑中国外贸持续回稳向好？展望后市，
如何进一步做好稳外贸工作？

回稳好于预期
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

　　13日上午，海关总署新闻发言
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通报前三
季度外贸情况，几个“历史新高”让现
场众多中外记者多少有些意外。
　　9月份单月进出口值、进口值创
历史新高；三季度进出口总值、出口
总值、进口总值创季度历史新高；前7
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国际市场份额
创历史新高……按李魁文的说法，进
出口“明显好于预期”。
　　海关数据显示，我国一、二、三季
度进出口增速分别为-6.5%、-0.2%、
7.5%，呈现逐季向好态势。世界贸易组
织（WTO）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份，
中国进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2.6%，其
中，出口份额为13.8%，进口份额为

11.3%，同比分别提升1.0、1.1、0.8个百
分点，均创新高。
　 　“这 样 一 份 亮 丽 的 外 贸‘ 成 绩
单’，充分印证中国外贸的韧性。”对
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党
委书记庄芮说，这份韧性既体现在世
界市场需要中国，也体现在中国市场
需要世界。
　　在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
所副所长竺彩华看来，中国好于预期
的外贸表现对世界而言有诸多启示，
头一条就是必须积极抗疫。“积极抗
疫既是尊重生命也是应对经济衰退
的唯一正确选择。我国外贸前三季度
逐步回暖的轨迹，反映的恰恰就是积
极抗疫先苦后甜的成果。”

政策出在“点子上”
新动能不断释放

　　国庆节前，四川嘉逸股份有限公司
“意外”收到一笔1713359.69元的出口退
税款。公司董事长袁志友给记者算了
笔时间账——— 这次出口退税全流程花
了23天，跟以前相比，快了近40天。“不
仅更快了，而且更方便了。”他说，企业
可通过中国电子口岸的出口退税联网
稽查系统，随时查询退税申报进度。

  在一面数据不断跳动刷新的巨大
电子屏幕前，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
单一窗口应用部主任马克鹏告诉记
者，通过建设并升级“单一窗口”出口
退税申报系统，企业实现“一点接入、
一次提交、一口反馈”，全程无纸化操
作，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少跑腿，效
率提上去、成本降下来。
　　从海关、税务、国库等各环节入手
压缩整体出口退税时间，是我国着力
稳外贸的一个重点。不止如此，今年以
来，我国在减税降费、关税保证保险、

“信保＋担保”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实
招硬招，为广大外贸市场雪中送炭、增
添动力。与此同时，以跨境电商、市场
采购贸易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蓬勃发
展，也为稳外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
动能。
　　海关统计显示，前三季度，通过海
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额1873.9
亿元，增长52.8%；市场采购出口额
5098.6亿元，增长35.5%。
　　今年7月，我国在10个海关启动跨
境电商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仅
仅两个月后，又有12个海关“入群”。业
内人士认为，短期内试点大幅扩围体
现出中国扩大开放的脚步不断加快，
同时反映出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增强。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
应着力培育新优势

　　外贸累计增速转正固然可喜，也要
看到，眼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上升势头
在一些经济体有增无减，全球贸易的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加快培
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更为紧迫。
　　WTO在10月6日发布的《全球贸易
数据与展望》更新报告中预测，今年全
球货物贸易量将萎缩9.2%，好于先前预
测的13%至32%的降幅。但报告同时预
测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7.2%，大大
低于此前超过20%的增长预期。
　　越是形势复杂严峻，越要办好自
己的事。
　　再过几天，第128届广交会将继续
在网上迎接八方宾客；再过不到一个
月，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如
约而至……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
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
　　业内人士建议，要实现外贸高质
量发展，必须巩固并加强稳外贸政策
的支持力度，用好用足信贷政策等工
具，更好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以创新
发展培育竞争新优势。 （据新华社）

网络记录被擅自收集使用、公民信息被泄露外传……

个人信息到底怎么保护？
  用户的网络记录被平台擅自收集用于商业推销、公民在相关机构登记的个人信息被泄露外传……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技
术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公民个人隐私的边界也频频遭遇挑战。
　　10月13日，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首次亮相，从确立“告知——— 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处理一系
列规则、严格限制处理敏感个人信息、明确国家机关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义务等方面，全面加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

　　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 刑
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13日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拟
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序，对法
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作个别下调。
　　草案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
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
人 民 检 察 院 核 准 ，应 当 负 刑 事
责任。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规定，未满
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承担任何
刑事责任。近年来，一些严重暴力
犯罪案件涉事者因未达到法定年
龄而免于承担刑事责任，引起社会
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一些常委
会组成人员、全国人大代表、部门、
地方和社会公众建议修改刑法相
关规定。
　　同时，草案统筹考虑刑法修改
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
问题，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矫治
教育。草案规定，因不满16周岁不
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
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
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12至14岁故意杀人
等犯罪或将负刑责

■相关新闻   ■看点1
对个人信息作出界定
法律适用范围更明确

　　草案对本法中的个人信息作出界
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
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
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
后的信息。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
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
提供、公开等活动。
　　相比之下，今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
规定，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
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
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包括
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
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
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等。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民法典研究
中心主任孟强表示，该草案没有具体
列举个人信息范围，避免了立法重复；
在规定个人信息的概念时，既强调了
个人信息的权利保护，也强调了对个
人信息权的规范行使和运用。陕西省
律师协会常务理事王浩公认为，以往
立法中以能否“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
作为对个人信息判断标准，草案将其
扩展到了“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
增大了个人信息保护范围；草案对个
人信息的界定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
信息，使立法保护的对象范围更明确。

   ■看点2
收集用户大数据
要先取得用户同意

　　在网上搜索了一个商品，接着就
会收到无数同类商品的广告推送；购
买了网站VIP会员，平台却突然变更规
则，购买“VVIP会员”才能享受全部会
员权利……对此类侵犯用户权益的现
象，网友“吐槽”声不绝。
　　草案明确，处理个人信息应在事
先充分告知的前提下取得个人同意，
并且个人有权撤回同意；重要事项发
生变更的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不
得以个人不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
者服务。
　　一些平台利用用户大数据推送个
性化广告，草案对此强调，通过自动化
决策方式进行商业营销、信息推送，应
同时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宪忠表
示，信息的核心环节就是告知，草案确
立“告知——— 同意”为核心的个人信息
处理规则十分必要，这也是个人信息
保护立法中的核心制度点。“草案要求
事先告知应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
语言来进行，这就要求个人信息处理
者对自然人所做的告知必须诚实清
楚，不能有意隐瞒欺骗；此外，草案强
调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应重新取得个
人同意，这意味着取得自然人的同意

一般不能以‘霸王条款’的方式一次性
取得概括性授权同意。”孟强说。

  ■看点3
处理敏感信息限制更严格
国家机关保护义务更明确

  近年来，公众人物航班行踪等信
息的买卖形成黑色产业链，严重侵犯
个人隐私；公民在有关机构登记的个
人信息频遭泄露，甚至被用于电信诈
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为此，草案设专节对处理敏感个人
信息作出严格限制。根据草案，敏感
个人信息包括种族、民族、宗教信仰、
个人生物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
个人行踪等。个人信息处理者只有在
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性的情形
下，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并且应当
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
　　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
人信息，应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权限、程序进行，不得超出履行法定职
责所必需的范围和限度。国家机关不
得公开或向他人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
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者取得
个人同意的除外。
　　孙宪忠表示，当前一些管理部门
过度收集信息的现象较为普遍，而管
理不当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今后
立法要在信息收集环节上下功夫，切
实强化信息管理措施。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