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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網絡安全 首入立法程序
實現後台實名制 規範運行奠基礎

溫家寶語審計
及時揭弊查處

行政審批改革 粵「先行先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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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查2萬官 增收節支1600億

審議的部分草案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

1.刪除現行法中，按被徵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

償，以及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

過土地被徵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的內容。

2.補償資金不落實的，不得批准和實施徵地。

勞動合同法修正案草案

1.勞務派遣只能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

作崗位上實施。

2.用工單位應當按照同工同酬原則，對被派遣勞動

者與本單位同類崗位的勞動者實行相同的勞動報

酬分配方法。

商標法修正案草案

1.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的，可以在權利人因侵權

受到的損失、侵權人因侵權獲得的利益或者註冊

商標使用許可費的1到3倍的範圍內定賠償。

2.將他人馳名商標、註冊商標作為企業名稱中的字

號使用，可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處理。

旅遊法草案

1.景區應當公佈景區主管部門核定的最大承載量，

制定和實施旅遊者流量控制方案。

2.公益性的城市公園、博物館、紀念館等，除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和珍貴文物收藏單位外，應逐步免

費開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整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2012年全球

貿易增長明顯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大國之

間貿易爭端明顯上升。中國社科院昨日發佈的2013年

《世界經濟黃皮書》預測，2013年，世界貿易爭端和貿

易保護仍將維持較高水平，貿易不平衡問題，特別是

所謂「競爭中立」框架，很可能催生新一輪貿易保護

主義，從而掣肘全球貿易增長。此外，報告認為，歐

債危機仍是全球金融市場的最大的不確定性。

據分析，長期以來，全球貿易一直主要依賴歐洲、

美國及日本三大市場。但目前三大經濟體經濟狀況都

欠佳，尤其是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對全球出口造成較

大影響。由於歐債危機陰霾不散，美國經濟低速緩

行，全球貿易下降實乃預料之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

指出，儘管中國與美歐等國貿易不平衡的程度在持續

減弱，但仍不排除個別國家以人民幣匯率為由來推行

貿易保護主義，這將催生新一輪的貿易保護主義。

經濟低增速 成新常態

黃皮書認為，未來幾年世界經濟的中低速增長將成

為新的常態，具體到中國，預計2013年中國經濟仍將

保持8%的增長率，但如果企業經營效益惡化及其滯後

影響逐步顯現和擴大，預計2013年全年通脹率會稍有

反彈至3.6%。

中國社科院專家徐奇淵和張斌建議，下一步中國應

避免再次使用信貸擴張的刺激政策，同時採取減稅、

穩定資產價格、強化貨幣政策獨立性和推動企業技術

進步等措施。

全球貿易失衡 催生新保護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十一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昨日審議了《加強網絡信息

保護的決定（草案）》。這意味 中國首部網絡信息保

護的專項法律進入立法程序，出台在即。據了解，草

案明確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竊取、不得出售或非法向

他人提供公民個人電子信息，並對網絡身份管理試行

後台實名制的管理方式。專家認為，這是中國網絡安

全制度化建設歷程上的重要舉措，將為網絡的規範運

行奠定基礎。

中國迄今已擁有5.5億網絡用戶，網絡產業總規模達5萬億元
人民幣。隨 網絡環境的普及，公民個人信息包括家庭住

址、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以及家庭關係等等遭到洩露，這甚至
成為不法分子的牟利手段。民間及學界近期以來頻頻呼籲，應以
立法等形式，進一步規範和保護網絡信息安全。

政府負有保密義務
此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重點審議了《關於加強網絡信息保護

的決定》（草案）。針對隨意收集、擅自使用、非法洩露甚至倒賣
公民個人電子信息等現象，做出針對性的規定。
具體包括，國家保護能夠識別公民個人身份和涉及公民個人隱

私的電子信息。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竊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獲
取公民個人電子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個人電
子信息。
對於收集、使用、處理個人電子信息的規範性，草案明確，網

絡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企業事業單位應當採取措施，確保信息安
全，防止在業務活動中收集的公民個人電子信息洩露、毀損、丟
失。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信息洩露、毀損、丟失的情況時，應當
立即採取補救措施。與此同時，政府有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對在
履行職責中知悉的公民個人信息同樣負有保密和保護義務。

禁止發送垃圾信息
草案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為用戶辦理固定電話、移動終端等

入網手續，或者為用戶提供信息發佈服務，應當在與用戶簽訂協
議時，要求用戶提供真實身份信息。
針對被網民們厭惡的垃圾信息問題，草案明確，未經電子信息

接收者同意或者請求，不得向其手機或者個人電子郵箱發送商業
性電子信息。
中國政法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宋建武表示，網絡立法的首

要意義是為公民網絡活動的合法權益提供法律保障，並將給公民
提供維權依據，讓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得到法律保障。同時，有
利於互聯網企業的良性發展，有利於政府的依法管理。他認為，
要使網絡信息既安全可靠又通暢有序，不應僅依靠政府的力量，
今後還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公民的積極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十一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昨日審議關於授權國務院在
廣東省暫時調整部分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的決定草
案，明確廣東省將暫停職業健康檢查機構資質認定等
20項行政審批。外界分析指出，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
實質，是政府權力的調整、轉移和下放。議案若獲通
過，意味 廣東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再獲保駕護航。
近年來，中國一直在進行行政審批改革，先後分

六批取消和調整2,497項行政審批，佔原有總數的
69.3%。但外界普遍認為，這項改革仍沒有到位，
「公章過多」等現象仍備受詬病。

先行試點 降低風險
廣東省「十二五」時期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先

行先試方案提出，到2015年，該省各級行政審批事
項壓減40%以上，辦結時限總體縮短50%左右，力爭

成為全國行政審批項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
成本最低、行政過程最透明的先行區。
監察部部長馬馬文在受國務院委託進行議案說明時

說，在一個省先行試點，暫時停止實施和調整法律
規定的有關行政審批，經過一段時間實踐檢驗，條
件成熟時，再通過修改有關法律全面推行；反之，
可以恢復執行有關法律規定，「這樣有利於有效降
低改革的風險和難度」。
據了解，此次提請全國人大的議案這次國務院提

交的決定草案，共有20項行政審批申請暫停，5項行
政審批申請調整，涉及法律19部。申請暫停的審批
中，有15項將交由具備條件的行業協會自律管理，
如政府採購代理機構乙級資格認定、職業病診斷機
構資質認定等。申請調整的5項，主要是將審批機關
的級別下放，如自動許可進口、一定數額以下的延
期繳納稅款審批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洪嘯 北京

報道） 2012年央企運營成績單出爐，
國資委主任王勇在24日央企負責人會
議上透露，今年前11月中央企業實現
營業收入20.1萬億元，同比增長8.9%。
實現利潤總額1.1萬億元，與去年同期
基本持平，順利完成保增長任務。但
他同時坦言，上半年經濟效益大幅下
滑壓力，許多企業主要負責人帶頭降
薪，明年央企首務仍要其實採取有效
措施，全力確保生產經營穩定增長。
王勇指，上半年，受全球經濟增速

回落等因素影響，央企經濟效益較大
幅度下降，利潤總額同比減少877.1億
元。為此，央企大力推進降本增效。
在各方努力下，三季度利潤總額同比
增長2.1%，自9月以來利潤總額連續3
個月實現正增長，預計全年「保增長」
工作目標能夠實現。

要求向高端產業發展
王勇提出，央企要向產業鏈價值鏈

高端發展，明年國資委將根據中央企
業功能定位，進一步梳理中央企業主
業，明確不同領域不同特點的佈局結
構調整思路；根據各個行業的現有佈
局狀況，明確加強和調整的重點，做
強優勢行業；根據產業發展的趨勢，
明確重點發展方向，佔領新興產業制
高點。為化解產能過剩的矛盾，央企
還要通過兼併重組整合一批產能。
此外，國資委將研究制定深化國有

企業改革意見，在總結國有企業改革
實踐基礎上，提出改革目標、基本路
徑、具體措施，並要求央企謀劃好深
化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 今年前11

個月，國家審計署（簡稱審計署）共審計和調查全國

10萬多個單位，促進國家財政增收節支與挽回損失

1,600多億元（人民幣，下同），當中審計調查官員2萬

多人，包括31名省部級官員，280多人被移送紀檢監

察等部門處理。

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24日在全國審計工作會議上表

示，今年以來，審計署更加關注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相

關政策措施的落實情況，對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節能

減排、環境保護領域利用國外貸援款項目、對外援助

支出和駐外機構等進行了專項審計。

據悉，審計署在過去的5年來，共審計和調查全國

70多萬個單位，促進增收節支和挽回損失8,000多億

元，移送重大違法違規案件線索9,400多件，推動健

全完善制度3萬多項。

民生資金項目 加大審計力度

劉家義表示，審計署將加大對重點民生資金和民生

項目的審計力度，會重點關注對「三農」、社會保

障、教育、醫療和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項目的審

計， 力監督檢查民生相關政策落實情況，揭露和查

處嚴重損害群眾利益的問題，揭示和反映政策落實不

到位、目標未實現及資金分配不合理、管理不嚴格、

制度不完善等問題，推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軼瑋 北京報道） 國務院24日召開全
國審計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講話中要求
審計機關及時揭露和查處重大違法違規問題，更好地促進廉
政建設。
據新華社報道，溫家寶表示，今後一個時期，審計機關要

緊扣科學發展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審計推動各方
面把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更好地服務科
學發展；同時及時揭示、有效預防和化解經濟社會運行中的
各種風險隱患，更好地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特別是針對民生
領域專項資金的審計，審計機關應進一步加強。他指出，審
計機關應依法履行監督政府的職能，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更好地推進法治建設。

中央新領導層在履新首月便

「大刀闊斧」轉變工作作風，頒布

「新八項規定」，以廓清黨風政

風。日前，中央軍委亦頒布加強

自身作風建設十項規定，有關接

待不喝酒的「禁酒令」引發社會熱議，甚至令A股市場白

酒類股集體下挫。中華酒文化綿延數千年，「醉臥沙場

君莫笑」的軍人似乎與酒精成為同義詞。而今，三軍將

士能否做到「眾人皆醉，我獨醒」？

國人自古有「無酒不成席」之說，時下「能喝一斤喝

八 ，這樣的幹部要下崗，能喝半斤喝一斤，這樣的幹

部黨放心」等說法成為內地公關交際的活寫照，而「潛

水艇」、「小鋼炮」等武器裝備搖身一變成軍營中大行

其道的喝法。公款消費愈演愈烈，廣大百姓怨聲載道。

茅台等高檔名酒成為內地黨政軍奢靡之風的代名詞。此

次中央軍委頒布禁酒令引發熱議，恰證明了社會的關注

程度。飲酒醉酒嚴重影響軍隊形象，損害解放軍戰鬥

力，酒色財氣，更腐蝕了軍隊。

將領率先垂範 發揚軍令如山
中華酒文化博大精深，但其中陋習確需反思。《解放

軍報》前些年的一則報道稱，某空降兵師機關實施「禁

酒令」後，同期接待費比去年下降45.4%，官兵存款上

升56.8%。解放軍某集團軍當年的一項抽樣調查顯示，

禁酒剎住了公務浪費，同時禁酒也有利於遏制軍中的腐

敗。下級軍官層層排隊向上級軍官敬酒的現象杜絕，禁

酒禁出了軍隊的好作風、好身體。某裝甲師的體檢顯示

脂肪肝、高血脂、高血壓等症狀明顯減輕，禁酒禁出了

戰鬥力。

近年來，軍隊出現了王守業、谷俊山中將等貪污腐敗

大案要案。軍隊中的史制腐敗問題亦十分嚴重，曾有

師、團、營職幹部提升明碼標價的報道，動輒十萬、幾

十萬之巨，嚴重渙散了軍心，損害了部隊的戰斗力和威

信。可以說，此次中央軍委頒布禁酒令是表象，重在嚴

格軍風軍紀，否則就可能亡黨亡軍。

楚靈王好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

服紫。這次中央軍委的禁酒令等十項規定，特別提出

「要堅持從軍委、總部嚴起，以高中級幹部為重點」，

「以上率下，持續用力，一抓到底」，「以領導幹部的清

風正氣帶動部隊作風明顯進步」。解放軍高級將

領率先垂範，戒的是酒，興的是從嚴治軍、軍

令如山的優良傳統和作風。解放軍高級將領身

先士卒，做出表率。

禁酒令，正成為中國軍隊從嚴治軍新抓手。

十八大提出建立強大軍隊，從嚴治軍從禁酒開

始，結果如何？人們拭目以待。

禁酒令成從嚴治軍新抓手

■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2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審議《召開第十二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決定（草案）》的議案。 中新社

■監察部部長馬馬文在人大常委會會議說明時表

示，在一個省先行試點，有利於有效降低改革的

風險和難度。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