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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提速！
我国力推15种新业态新模式

互联网法院
跨境贸易法庭
在杭州挂牌成立

15日上午，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
易法庭正式挂牌成立。

杭州互联网法院跨境贸易法庭，设
立于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下沙园区，将集中审理跨境贸易相关
案件。揭牌后，跨境贸易法庭“第一案”，
即新加坡用户起诉某网购平台网络服务
合同纠纷案，随即启动在线审理。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跨境数字贸易
司法平台也于15日同步启动。该平台依
托区块链技术，由杭州互联网法院联合
杭州海关、杭州税务局等部门共同建立，
实现报关、缴税、支付等信息全流程记
录，为构建公正透明的国际营商环境，促
进跨境数字贸易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

2015年3月，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
落户杭州，目前该园区业务量全国领
先。但与此同时，跨境数字贸易快速发
展呼唤建立新型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
制。

杭州互联网法院院长杜前表示，新
设立的跨境贸易法庭将广泛运用互联网
司法改革成果，旨在将互联网司法的优
势和影响力推向全球，通过集中管辖跨
境贸易纠纷，形成相关案件国际管辖规
则和裁判规则，平等保护不同国家、地区
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在线教育、“虚拟”产业园、新
个体经济、共享生产……我国将
支持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
速数字经济，激活消费新市场、培
育壮大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蓄势助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个部
门15日公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
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
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提出支持
15种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包括在
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
数字化治理、产业平台化发展、传
统企业数字化转型、“虚拟”产业
园和产业集群、“无人经济”、培育
新个体经济支持自主就业、发展
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探索多
点执业、共享生活、共享生产、生
产资料共享及数据要素流通。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
数字经济展现强大活力和韧性，
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在
助力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活、对
冲行业压力、带动经济复苏、支撑
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
作用。

根据意见，在线上服务方面，
重点是健全完善与线上服务新业
态新模式相适应的制度规则，打
造线上线下有机融合的新业态，
激活消费新市场。

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方面，
重点是提升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
能力和平台“赋能”水平，降低转型
门槛，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

在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方
面，重点是完善保障制度，适应基
于互联网平台的新型就业形态和

模式发展，完善自主就业、灵活就
业、“副业创新”、多点执业政策，
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内生动
力。

在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
方面，重点是发展多种消费形态，
探索深化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改
革，以物质生产资料数字化支撑
共享共用。促进数据要素流通，
拓展生产资料供给，创造生产要
素供给新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说，我国已进入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阶
段，引导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要破除惯性思维，推动制度供给
改革，打造发展新优势和新机
遇。

据新华社

浙江4名“职业农民”
获评正高级职称

“这次能通过正高级职称资格评审，
体现了政府对我们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
重视和关心，既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
任。”通过正高级职称资格评审的宁波微
萌种业有限公司首席专家薄永明说。

记者15日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获
悉，在浙江首次承接的农业正高级职称
评审工作中，薄永明等4人成为浙江省首
批拥有正高级职称的“职业农民”。

数据显示，近年来，浙江省农业生产
经营主体发育充分，在现有的种养大户、
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
中，已通过职业技能鉴定的新型职业农
民达16万人。

为加快推进农业人才职称制度改
革，2017年7月，浙江省提出打破户籍、
地域、身份、人事关系等制约，将新型职
业农民纳入农业系列职称的评审范围，
评审并轨、证书统一。

据了解，下一步，浙江将通过职称评
审向一线倾斜等多种途径，着力打造引
领型、开放式、多元化、可持续的“三农”
人才队伍，为广大涉农人才在广阔农村
创业创新提供更好环境，为乡村振兴提
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据新华社

美当局日前发布的留学生签
证新规逼着高校在肆虐的疫情中
开门，如此“荒唐”的规定甫一面
世就遭到猛烈抵制，哈佛大学和
麻省理工学院与政府对簿公堂，
联邦政府迫于压力，已于14日同
意撤销发布仅一周的新规。

【新闻事实】
美国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法

官伯勒斯14日在开庭审理哈佛
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提起的相关
诉讼时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同意
撤销留学生签证新规。

伯勒斯说诉讼双方已达成解决
方案——政府将撤销留学生签证新
规，并恢复春季发布的针对新冠疫情
期间国际学生在线学习的指导意见。

14日的开庭结果出炉后，哈
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科在致全
校师生员工的信中说，新规的撤
销对哈佛大学来说是一个重大胜
利，新规扰乱了整个美国高等教
育系统，把无数国际学生置于危
险之中，试图强迫学校在保护全
校师生员工健康和保障留学生受
教育权利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拒
绝做出这种错误且危险的选择”。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拉斐尔·
赖夫发表声明称，相关案件充分
表明，新规“关系到真实的生命，
可能造成真正的伤害”。

【深度分析】
截至14日开庭时，两校诉讼

已获得数百所美国高校、70多个
高等教育团体和十几家美国高科
技公司提交法律文件支持。这些
高校和教育团体表示，留学生签
证新规将危及包括留学生在内所
有学生的健康安全，损害美国高
校的学术利益和经济利益。

美当局大刀阔斧推进经济重
启，也希望看到高校在秋季能加
入“重启”，运转恢复正常。但新
泽西州检察长格比尔·格雷瓦尔
指出，留学生签证新规“利用国际
学生和他们支付的学费作为杠
杆，迫使高校在做好准备之前就
开始面对面授课，将所有学生的
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即时评论】
大选在即，美国政府急于改

善受疫情影响的经济运行状况，

国土安全部代理常务副部长肯·
库奇内利坦言，如此决策就是为
了“鼓励”大学重新开放。当局的
逻辑是“重启美国”不能留死角，
一切都要看起来很正常，而生命
健康不在优先考虑之列。

据彭博社测算，这项政策影
响到在美国高校就读的100多万
外国学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称之为针对留学生的“清洗计
划”，是美政府针对外国人和移民
的又一次“令人厌恶的、赤裸裸的
攻击”。签证新规遭到全面抵制，
仅一周就宣布撤回，这场“闹剧”
无疑进一步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
和国际声望。

【背景链接】
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

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疫
情。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入境和
海关执法局随即发布指导意见
说，为因应疫情，在紧急状态期间
采取签证豁免政策，允许国际学
生在线学习。

7月6日，美国入境和海关执
法局发布通报说，2020 年秋季学
期的留学生如果仅上网课，将无法
取得赴美签证或维持当前签证。

这项针对留学生的签证新规
招致美国社会广泛批评及多项诉
讼。包括乔治城大学、普林斯顿
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
校在内的 59 所美国高校 12 日向
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递交的一份
陈述称，他们已经就疫情下的新
学期教学做出计划，相关计划的
制定是依照入境和海关执法局3
月13日发布的“允许国际学生在
疫情期间完全上网课”的相关规
定。目前疫情“仍在继续，但政府
的政策突然且彻底地改变，打乱
了学校的准备工作，造成了重大
的伤害和混乱”。 据新华社

美荒唐签证新规终“流产”

这是7月1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拍摄的哈佛大学校园。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