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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頂層設計
中央深改委：抓緊健全國家安全保障體制機制 着力提升開放監管能力水平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建設更高水
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我們主動作為

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戰略舉措，要圍
繞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以制度型開放為
重點，聚焦投資、貿易、金融、創新等對
外交流合作的重點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
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積極主動把我國
對外開放提高到新水平。要錨定實現農業
農村現代化、建設農業強國的戰略目標，
以處理好農民和土地關係為主線，加快補
齊農業農村發展短板，為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打下堅實基礎。要立足我國
生態文明建設已進入以降碳為重點戰略方
向的關鍵時期，完善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
調控，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制
度。要把推動高校教師、科研人員薪酬分
配制度改革作為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
才事業發展的重要抓手，逐步建立激發創
新活力、知識價值導向、管理規範有效、
保障激勵兼顧的薪酬制度，進一步激發高
等學校、科研院所創新創造活力。要圍繞
提升國家油氣安全保障能力的目標，針對
油氣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積極穩妥推進
油氣行業上、中、下游體制機制改革，確
保穩定可靠供應。要深化電力體制改革，
加快構建清潔低碳、安全充裕、經濟高
效、供需協同、靈活智能的新型電力系
統，更好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保障
國家能源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員會副主任李強、王滬寧、蔡奇出席
會議。

擴大市場准入 全面優化營商環境
會議指出，當前，我國發展面臨複雜嚴

峻的國際形勢。要完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的頂層設計，深化貿易投資領域體制機制
改革，擴大市場准入，全面優化營商環
境，完善服務保障體系，充分發揮我國綜
合優勢，以國內大循環吸引全球資源要
素，提升貿易投資合作質量和水平。要堅
持底線思維、極限思維，抓緊健全國家安
全保障體制機制，着力提升開放監管能力
和水平。要把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
體制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等國家戰
略緊密銜接起來，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
改革和建設。

完善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體制機制
會議強調，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對深化

農村改革的部署，要着力鞏固和完善農村
基本經營制度，健全糧食安全保障制度，
完善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體制機制，健全城
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加快推動重要領域
和關鍵環節改革攻堅突破、落地見效，讓
廣大農民在改革中有更多獲得感。要把頂
層設計同基層探索有機結合起來，允許和
鼓勵不同地區因地制宜探索，善於發現和

總結基層的實踐創造，對探索創新中遇到
困難的要及時給予支持。

從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把綠

色低碳和節能減排擺在突出位置，建立並實
施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有力促進
我國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和二氧化碳排放
強度持續下降。從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
雙控，要堅持先立後破，完善能耗雙控制
度，優化完善調控方式，加強碳排放雙控基
礎能力建設，健全碳排放雙控各項配套制
度，為建立和實施碳排放雙控制度積極創造
條件。要一以貫之堅持節約優先方針，更高
水平、更高質量地做好節能工作，用最小成
本實現最大收益。要把穩工作節奏，統籌好
發展和減排關係，實事求是、量力而行，科

學調整優化政策舉措。

優化規範科研人才薪酬分配制度
會議強調，開展高等學校、科研院所薪

酬制度改革試點，要根據薪酬管理需要和實
際，優化和規範分配制度，樹立正確分配導
向，堅持人才為本，突出創新優先，堅持薪
酬分配要同績效緊密掛鈎，向扎根教學科研
一線、承擔急難險重任務、作出突出貢獻的
人員傾斜，向從事基礎學科教學和基礎前沿
研究、承擔國家關鍵核心技術攻關任務、取
得重大創新成果的人員傾斜。要加強薪酬管
理監督，確保把國家的錢用在人才激勵和事
業發展最需要的地方。

加強能源產供儲銷體系建設
會議指出，要進一步深化石油天然氣市

場體系改革，加強產供儲銷體系建設。要
加大市場監管力度，強化分領域監管和跨
領域協同監管，規範油氣市場秩序，促進
公平競爭。要深化油氣儲備體制改革，發
揮好儲備的應急和調節能力。
會議強調，要科學合理設計新型電力

系統建設路徑，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
的基礎上，有計劃分步驟逐步降低傳統
能源比重。要健全適應新型電力系統的
體制機制，推動加強電力技術創新、市
場機制創新、商業模式創新。要推動有
效市場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不斷完善
政策體系，做好電力基本公共服務供
給。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委員出席會

議，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列
席會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7月11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
經濟新體制促進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意見》、《深化農村改革實施方案》、
《關於推動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的意見》、《關於高等學校、科
研院所薪酬制度改革試點的意見》、《關於進一步深化石油天然氣市場體
系改革提升國家油氣安全保障能力的實施意見》、《關於深化電力體制改
革加快構建新型電力系統的指導意見》。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我們主動作為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的戰略舉措。圖為海口新海港客運
綜合樞紐項目施工現場。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國台辦發
布、新華社、中新社報道，國台辦
發言人陳斌華11日應詢表示，今
年3月底4月初，馬英九先生率團
來大陸祭祖參訪，在與武漢大學、
湖南大學、復旦大學等3所高校師
生交流座談期間，多次表示希望大
陸高校師生也能夠赴台交流。應馬
英九文教基金會邀請，北京大學黨
委書記郝平同志擬於7月15日至
23日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
旦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大學等5
所大陸高校36名師生赴台交流。
在台期間，將與台灣大學、政治大
學、中國文化大學、東華大學等高
校交流，並赴台北、台中、新北、
新竹和花蓮等縣市參訪。

鼓勵兩岸青年加強往來
陳斌華表示，此訪是三年多來大

陸高校首次組團赴台交流，對於促
進恢復兩岸雙向交流具有積極意
義。希望大陸高校師生團在台灣交
流參訪一切順利。我們支持鼓勵兩
岸青年加強往來，在交流互動中增
進了解、互學互鑒，攜手開創光明
未來。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蕭旭岑11

日下午通過新聞稿指出，稍早前接
獲主管部門通知，邀請大陸大學生
暑期赴台交流案已獲聯審會通過。
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
學、武漢大學及湖南大學等5所高
校的37人將於15日赴台，進行為
期9天8夜的學術交流。
蕭旭岑說，雖然訪問團出發前3

天才被同意核發入台證，致使訪問
團產生許多技術性困難，但馬英九
基金會將努力克服，盡力使訪問團
此行順利圓滿。
國台辦此前也就相關問題回應指

出，我們樂見並支持兩岸青年加強
交流互動，增進相互了解，深化彼
此友誼，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
展，共同致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希望民進黨當局正視兩岸青年的願
望和需求，取消對兩岸交流合作的
種種不合理限制，不要再人為設置
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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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進一步推
進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立法工作。近日司法部、國家網
信辦專題研究審議《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草
案）》，進一步修改完善後，將加快推動條例立法進
程。香港文匯報記者11日從司法部了解到，草案對加
強未成年人網絡素養促進、網絡信息內容規範、未成
年人個人信息網絡保護、未成年人網絡沉迷防治等方
面作出規定，還對有關違法行為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
任。多位學生家長表示，法規對合理利用網絡提供權
威指南，期待盡快落地實施。

未成年人互聯網普及率達96.8%
據了解，近年來，各有關部門積極開展未成年人網

絡保護工作，出台了《關於加強網絡文明建設的意
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中創
設「網絡保護」專章。制定《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
例》已列入國務院立法工作計劃。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草案還聚焦未成年人網絡
保護工作面臨的突出問題，總結近年來未成年人網絡
保護工作的實踐經驗，將成熟做法上升為法規制度，
健全網絡綜合治理體系。
據統計，2021年中國未成年網民達1.91億，未成年

人的互聯網普及率達96.8%。互聯網在拓展未成年人
學習、生活空間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比如，
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網絡的意識和能力不強、網上
違法和不良信息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未成年人個
人信息被濫採濫用，以及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網絡等，

亟待通過完善立法，進一步強化
國家、社會、學校、家庭等主體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責任，規範網
絡信息內容管理，保護未成年人
個人信息，回應人民群眾關切，
營造有利於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
網絡環境。
有關負責人介紹，司法部、國

家網信辦在起草和審查草案過程
中，多次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
廣泛徵求中央有關單位、部分地
方政府和有關企業、行業協會和
專家的意見，凝聚社會共識；反
覆研究論證，對草案進行多次修
改完善，從立法層面保障未成年
人合法權益，營造風清氣正的網
絡空間。

防治網絡沉迷 家長冀盡快落實
今年6月29日，國家網信辦副主任牛一兵在出席國
務院新聞辦舉行的2023年中國網絡文明大會新聞發布
會時表示，國家網信辦會同司法部加快推進《未成年
人網絡保護條例》立法工作，為網絡素養提升、個人
信息網絡保護、網絡沉迷防範等事關未成年人切身利
益的重大問題，提供更加全面、更加堅實的法律保
障。
身為一名初中教師，北京市民徐女士對青少年沉迷

網絡帶來的危害感同身受。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自己帶的學生裏就有沉迷網絡的，「很多家長都是一
開始不以為意，等到問題嚴重、影響學習，甚至出現
心理問題才發現管不了了，最嚴重的還有學生被家長
搶走手機直接威脅父母，不還手機就去死。」她表
示，自己也是一位媽媽，希望這項法規盡快落地實
施，對孩子和家長都是一種保護。
天津家長高先生也表示，這項法規從法律上釐清了

家長、青少年和網絡服務提供者等各方面需要承擔的
責任和義務，對合理利用網絡提供權威指南。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將出台

中國致力於淨化網絡空間，維
護清朗網絡環境。香港文匯報記
者了解到，關於《未成年人網絡
保護條例》的立法計劃其實已提

出多年，並分別於2014年和2018年納入國務院的立法
計劃。近期，為淨化網絡環境，內地接連出台網絡平
台、自媒體管理政策，業內分析認為，此舉可健全常
態化管理制度機制，推動形成良好的網絡輿論生態。

今年2月，「江西學生胡某宇事件」持續引發網民
關注，網上相關謠言不斷發酵，嚴重誤導公眾判斷，
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對此，國家網信辦督促網站平台
認真履行信息內容管理主體責任，嚴厲打擊網上藉機
造謠傳謠以及惡意營銷炒作行為。重點網站平台深入

開展排查整治，堅決遏制無底線造謠炒作的勢頭。
3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發布會，介紹2023年

「清朗」系列專項行動的相關情況。今年將聚焦九方
面新情況新問題和難點瓶頸，包括從嚴整治自媒體亂
象；打擊網絡水軍操縱信息內容；規範重點流量環節
網絡傳播秩序；整治短視頻信息內容導向不良問題；
網絡戾氣整治等。

兩月餘處置92萬個違規賬號
5月27日，國家網信辦通報，按照「清朗．從嚴整

治自媒體亂象」專項行動要求，兩月餘有逾92萬個違
規自媒體賬號被處置。一個月後，國家網信辦再次通
報，將開展為期兩個月的專項行動，集中整治網上涉

未成年人突出問題，全面壓縮有害信息隱形變異的生
存空間，堅決遏制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違法行為。

本月，國家網信辦兩次發布消息，分別對網絡暴力
及自媒體加大管理力度。7日發布的《網絡暴力信息
治理規定（徵求意見稿）》並公開徵求意見，規定所
涉網絡暴力信息，是指通過網絡對個人集中發布的，
侮辱謾罵、造謠誹謗、侵犯隱私，以及嚴重影響身心
健康的道德綁架、貶低歧視、惡意揣測等違法和不良
信息。10日，網信辦發文對自媒體管理提出13項工作
要求，其中包括加強信息真實性管理、完善謠言標籤
功能、規範賬號運營行為，以及加大對自媒體所屬
MCN機構管理力度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聚焦防治網絡沉迷 保護個人信息

淨化網絡環境 加大整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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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早前，，小朋友在位於河南省鄭州市高新區小朋友在位於河南省鄭州市高新區
的網絡安全科技館參觀體驗的網絡安全科技館參觀體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