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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8日，海关总署发布的对外贸易数据显示，
今年前 2 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3.89 万亿元人民
币，比去年同期 （下同） 增长 20.6%。其中，出口
2.09 万亿元，增长 11%；进口 1.8 万亿元，增长
34.2%；贸易顺差2936.5亿元，收窄46.1%。

对此，专家指出，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开局明
显向好，进出口强势正增长，具体指标表现给力，
贸易差额虽有波动但顺差仍有保障。接下来，面对
严峻复杂的形势，中国外贸应保持定力、做好自
己，不再简单地追求数字增长，而是更多关注提高
附加值、转型升级及优进优出等提质增效的工作，
从而继续推进外贸回稳向好，加快实现中国由贸易
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呈现“4个上升”趋势

今年以来，中国外贸回稳向好得到有力支撑，
多项主要指标均保持 10%以上的增速。海关数据显
示，前2个月，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20.5%，加工贸
易进出口增长 15.5%；中国对欧盟、美国、东盟及
日本 4 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 15%、18.9%、
24.2%和 20.1%；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
业进出口增速均超17%；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3.8%。

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表示，今年以来，中国外
贸开局良好，并呈现出“4 个上升”趋势。一是进
出口数量上升，国内需求明显增长；二是高新技术
产品出口上升；三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
口上升；四是市场预期上升，企业信心也在增强。

2 月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继续上升。根据海
关数据，2月，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40.2，较上
月上升1.2。其中，根据网络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
月，中国出口经理人指数回升0.1至41.6；新增出口
订单指数、经理人信心指数分别回升 0.2、0.6 至
44.1、47.8。

贸易顺差仍有保障

就单月数据来看，2 月份出现的贸易逆差引起
了市场广泛关注，这是自 2014年 3月以来中国外贸
首次出现贸易逆差。海关数据显示，2 月份，中国
进出口总值 1.71 万亿元，增长 21.9%。其中，出口
8263.2 亿元，增长 4.2%；进口 8866.8 亿元，增长
44.7%；贸易逆差603.6亿元。

“2月份出现的贸易逆差对市场而言的确是‘新
鲜事物’，而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主要还是2月
份进口的‘爆发式’增长，其背后有 4 方面原因：
一是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特别是铁矿砂、原
油、煤等进口均价涨幅都超过六成，这大幅推动进
口额增长；二是中国经济动力加快复苏，内需增长
推动进口提升；三是春节期间居民对进口生鲜等产
品需求提升；四是2016年同期基数较低，基数效应
推升进口增幅。”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
心主任张建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那么，这样的逆差会否持续？在张建平看来，
某一个月的贸易逆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事实
上，前 2 个月中国外贸依旧保持了 2936.5 亿元的贸

易顺差，且就全年来看，出口大于进口依旧是大趋
势，不用担心全年会出现贸易逆差，贸易顺差有保
障。

优进优出由大转强

总体来看，中国外贸正在回稳向好，但这种向
好趋势的延续性如何还需审慎观察。张建平指出，
就当前全球形势来看，2017年中国的外贸形势依然
严峻复杂，如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特朗普政府政
策的不确定性、欧洲各国的大选及一些可能出现的

“黑天鹅”事件。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不确定的外
部环境，中国应做好自己，稳固外贸回稳向好的走
势。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外贸目
标的设定淡化了数字指标，而是强调“进出口回稳
向好”，并在优进优出、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了多项
措施，如报告提出，落实和完善进出口政策，推动
优进优出。加快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建设。增加
先进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发展和国内产业加快升级。

张建平说：“应该看到，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与
中国外贸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十分吻合。当前，全
球市场供求关系不断变化，而中国已是全球贸易大
国和出口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外贸不应再
简单地追求数字增长，而是要更多关注外贸附加
值、品牌建设及结构优化，从而加快实现中国由贸
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中国外贸开局明显向好
本报记者 邱海峰

中国外贸不再简单地追求数
字增长，而是更多关注提高附加
值、转型升级及优进优出等提质
增效的工作，从而继续推进外贸
回稳向好，加快实现中国由贸易
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3 月 8 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总则草案的说明。接下来几天，代表
委员将就民法总则草案 （下称草案） 进行审
议、讨论，并于15日人代会闭幕会上表决。

民法总则草案为何如此重要？有什么亮
点？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起草人——中国法
学会副会长王利明和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秘书
长王轶，对草案进行了解读。

时代性和民族性共融

作为保障个人权益最重要的大法，民法
典事关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素
有“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之誉。民法总则
是民法典的总纲，正所谓“纲举”方能“目
张”，因此其对于整部民法典的圆融通达至
关重要。

此次提交人代会审议的草案，其“最大
特点是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理念和21世纪的
时代精神。”王利明表示，21 世纪是互联
网、高科技时代，更是一个走向权利的世
纪，应该强化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保护。

“民法的终极价值是对人的关爱，最高目标
是为人的人格尊严和全面发展服务。从草案
确立的基本原则来看，不论是彰显私法自治
的基本原则，还是体现人文关怀的保护个人
权益原则，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民法总则和民法典必须如实反映当今中
国人的生活状况和他们对人身关系、财产关
系法律调整的愿望，因而又具有民族性。

王利明表示，草案提倡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践行包括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比如，自愿原则保障个人对其私
人生活、民事交往的自我支配、自我安排、自
我决定，将充分调动个人积极性、主动性，促
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据王轶介绍，在民法
典婚姻家庭编、继承法编、物权法编等各分编
中，对家的重视会有更具体体现。

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民法总则草案还对诸多社会热点进行了
回应。

据王轶介绍，草案对于如何确认和保障

个人信息权，公众十分关心。“目前，草案
中有保护个人信息的相关条文。不过更多专
家认为，这很难从民法角度回应公众对保障
个人信息安全的关切，希望未来能在民法典
分编中予以更多体现。”王轶说。

此外，草案还对“一老一少”问题进行
了回应。“一老”指老人问题。草案首设了

“成人监护制度”，明确配偶、父母、子女等
担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成年人的监护人，堪称适应了老龄社会的现
实需要。

“一少”指自然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年
龄下限标准问题。专家们在讨论时都支持将
其从民法通则的10周岁调整为6周岁。

王利明表示，在保护公民权方面，草案
有许多亮点。除了加强人格权保护外，在财
产权方面，草案第一次使用了“平等保护”
表述，是对物权法的重大完善，彰显了民事
法律“私权平等”价值取向。此外，为应对
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发展需要，草案对知识
产权客体进行了详细列举，扩大了知识产权
保护范围，同时还规定了对数据和网络虚拟
财产保护。在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该规定
有利于促进科技创新。

民法典编纂全面启动

去年 5月底，民法典各分编编纂工作已
全面启动。据王轶介绍，作为 5家参与单位
之一，中国法学会专门成立了 5 个课题组，
包括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家
庭法和继承法，就各分编分别提交专家建议
稿。“在这个过程中，各课题组对一般性民
事立法，行之有效的继续保留；非改不可的
作出了相应修改。”

今年 2月，各课题组已完成各自的专家
建议稿，其中既包括条文设计，又包括立法
理由和参考立法例。目前，建议稿已提交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王轶表示，民法典后续编
纂工作将会对业已颁行的一般性法律进行修
改完善，同时会增设如“人格权法编”之类
的新内容。

“如果一切顺利，整个民法典编纂工作
能在 2020 年全部顺利完成。我们会群策群
力，编纂一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民法典，这
是所有法律工作者的梦想。”王利明说。

中
国
将
迎
﹃
民
法
典
时
代
﹄

本
报
记
者

彭
训
文

立
规
矩

徐

骏
作
（
新
华
社
发
）

立
规
矩

徐

骏
作
（
新
华
社
发
）

中国银行业品牌价值全球第一
本报北京3月8日电（记者李婕）《中国上市银行年报研究

2016》 今天在京发布。报告显示，上市银行年度业绩报告总体
呈现以下特点：资产负债规模稳步增长、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
速、净利润增速大幅下降、不良贷款率显著上升等。报告指
出，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下滑属于正常的行业周期发展现象，
不良贷款率虽然攀升但仍处于国际低位，拨备充足，风险可控。

经过持续改革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银行业资产规模最
大、净利润规模最高的市场，品牌价值位居全球第一。报告指
出，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中国银行业发展将增添新
的动力，预计 2017 年 16 家 A 股上市银行在规模、盈利、结构、
效率和质量等方面仍将保持稳健经营态势。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座谈会举行
本报北京3月8日电（记者聂传清） 由中国致公党广东省委

员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和广东侨界人文学会主办的“侨时代与
人文中国”之“‘一带一路’·人文之路”座谈会8日在北京举行。

“侨时代与人文中国”座谈会是广东侨界人文学会着力打造
的品牌活动。学会自2012年成立以来，每年都在全国两会期间
在北京开展主题文化活动，分享智慧，开启人文之旅。

今年的座谈会以“‘一带一路’·人文之路”为主题，百余
位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讨论了在“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之路
上，如何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如何让文化成为“一带一
路”的润滑剂，如何打造互利共赢、发展繁荣的利益共同体，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等重要议题。

广东侨界人文学会秘书长任海鹰表示，学会目前正在筹备
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青年领袖论坛，以期凝聚全球青年精英
的力量，开创“一带一路”的新未来。澜沧古茶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王鸿波说，作为一间走过50多年的茶企业，澜沧古茶要
抓住“一带一路”的机遇，让中国企业、中国茶文化走出去。

3月8日，湖南湘潭盘龙大观园内近10万盆杜鹃争相绽放，争奇斗艳，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踏春赏
花。 方 阳摄 （人民视觉）

杜 鹃 花 海 醉 游 人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电 （记者陈威华、赵焱）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工业联合会日前发布统计数字
说，今年 1 月份该州对中国市场的石油出口快速增
长，从而带动了州整体出口表现向好。

统计数字表明，今年1月份里约州对华原油出口
额达6.8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倍，对华贸易占
里约州原油总出口量的 47％，中国市场成为里约州
实现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

里约州工业联合会外贸部门负责人特谢拉表

示，今年 1 月份里约州出口额 19 亿美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63％；进口 11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4％，本月实现顺差8.57亿美元。

里约州是巴西的重要产油大州，盐下层石油储
量巨大。目前中巴油贸发展顺利，巴西石油公司去
年底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中石油、中化工和振
华石油3家油企签署了一系列有关贷款、贸易等双边
及多方协议，3家中国油企共计获得每日10万桶、每
年约500万吨的10年期巴西原油供应合同。

对华贸易拉动巴西产油大州出口增长

据新华社马尼拉电（记者董成文、王羽） 中国
商务部和菲律宾贸工部3月7日在菲首都马尼拉举行
第 28届中菲经贸联委会，会上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
国经贸合作达成多项共识。这是自 2011 年 8 月以来
中菲首次召开经贸联委会。

本次会议由正在菲律宾访问的中国商务部部长
钟山与菲律宾贸工部部长拉蒙·洛佩兹共同主持。钟
山表示，此次来菲访问旨在落实两国元首去年 10月
达成的重要共识，推进中菲两国经贸务实合作健康

发展以及召开第 28届中菲经贸联委会。他还说，中
菲双方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希望双边经贸关系有
新的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据洛佩兹介绍，会议确定了3个使用中方优惠贷
款的优先项目，分别是奇科河灌溉项目、新世纪水
源－卡利瓦水坝项目和南北铁路的南线项目。

双方还表示进一步支持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大数
据分析、创意产业、电动汽车、钢铁等领域的合作。会
议同时讨论了菲律宾中国工业园区的拟建地点。

中菲经贸联委会达成多项共识

3 月 8 日，一批机
械设备、国产大客车在
江苏连云港港口码头集
结等待装船出口。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近日，重庆市两江新区公安分局开始推行居民身份证24小时
自助服务工作。这套自助设备包括自助拍照机、自助申领机、自助
领证机，业务范围适用于二代身份证到期换领、丢失补领等情况。
图为市民在自助申领身份证。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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