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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消博会，迎来广交会。各方商

家络绎不绝赴中国“赶会”，透出我国经

济强劲复苏态势。

第133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广交会)4月15日在广州开幕，分三期

持续举办至5月5日。本届广交会是

新冠疫情发生后第一次全面线下举

办，展览面积和参展企业数量均创历

史新高，引来世界瞩目。作为中国外

贸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广交会因

其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

全、到会客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被

称为“中国第一展”。广交会的全面复

展将为全球构建安全、可靠、高效的供

应链提供新机会。世界在分享中国市

场红利的同时，也给经济共同繁荣发

展注入了动能。

世界共享商机的大舞台，新朋旧友

深化合作的大场景。“中国第一展”，魅

力冠天下。本届展会有超过220个国家

和地区的采购商报名；近50家工商机构

组团参会，其中不乏超过200人的大型

团组；美国沃尔玛、法国欧尚、德国麦德

龙等53家头部跨国企业参会……66年

“老广交”不断展现新成色，中外客商既

可以“屏对屏”，又可以“面对面”。盛举

之下，透射出无限商机。从首届广交会

迎来19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到本届

广交会，“朋友圈”扩大了10多倍。我国

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使广交会已经成

为中外经贸合作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各

类优质供应商碰头于此，为各国企业送

上更多拓展业务的良机。

广交会火热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外贸是产业的镜像。本届

广交会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展

馆新、结构优、成色足。国际贸易新趋

势和市场新需求催生工业自动化和智

能制造、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智慧

生活、孕婴童用品、“银发经济”等新

品，新参展企业超过9000家，其中不少

是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

人”。他们引领制造新方向，也标志着

经济质量的提档升级。如工业自动化

及智能制造新展区，广东嘉腾大显风

头，带来能托举近百吨货物的智能移

动机器人参展。外贸的韧性、活力与

转型反映出产业经济的韧性、活力与

转型，也透露着中国产业结构创新升

级的强劲动力。

中国市场红利惠及天下商客。作

为世界上最大消费市场，中国能为各国

优质产品提供广阔营商空间。无数中

国商品通过广交会走出去，让世界认识

中国这座“世界工厂”；世界各国也通过

广交会走进来，了解中国这个“世界市

场”。本届广交会进口展规模再扩，首

次在三个展期均设置进口展，面积达3

万平方米，较疫情前增长50%。美国、加

拿大、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40多个国

家和地区，有508家境外企业参展，其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参展企

业占73%。透过本届广交会，世界将会

感知：中国将继续立足比较优势，积极

参与国际分工，这不仅将促进自身发

展，也将造福世界。

万商云集的盛况，向世界展现了广

交会的独特魅力和吸引力。如今，广交

会已经成为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见证

者，也彰显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

越大，并将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

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提供可持续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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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近日，由竞业限制引发的劳动纠

纷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有求职者在

应聘普通推销员岗位时，被要求签订

竞业协议，不签则无法入职；有企业在

员工跳槽后发起诉讼，要求员工支付

高额赔偿金。本是用来保护用人单位

合法权益的规定，反成部分企业损害

员工权益的工具。竞业限制相关案件

日渐增多，反映出竞业限制被滥用的

趋势，应当引起重视。

@《燕赵晚报》：竞业协议不能成为

“霸王协议”。竞业限制约定需要建立

在诚信的基础之上，也要建立在保护

双方的合法权益之上，不能成为无良

企业维护自身利益的“私器”，尤其是

要防范某些强势企业利用自己的强势

地位，强迫劳动者签订一些不平等的

协议。

@广州日报：滥用竞业限制协议

容易引发市场乱象。比如，有的用人

单位盲目扩大竞业协议的适用范围，

将员工置于被动和弱势地位；有的用

人单位为了防止离职员工违反竞业

限制协议，甚至会雇用“私家侦探”监

视、调查离职员工……这说明，竞业

协议不能超出原本范畴，无限制下

沉、扩大甚至是滥用，否则就会积久

弊生。

@《经济日报》：作为保护企业商业

秘密的预防措施，竞业限制的初衷是

防范离职员工利用其在原单位掌握的

核心技术、关键信息、知识产权等重要

资源，对原单位的利益造成侵害。但

在实践中，竞业限制这本“好经”被一

些企业念歪了。杜绝竞业限制被滥

用，亟待从法律层面堵上“缺口”，给竞

业限制上一道“紧箍咒”。尽管法律规

定了竞业限制适用的人员范围，但在

具体执行中仍存在一些模糊地带。劳

动监察部门也要加大力度，引导和督

促企业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把握好

保护商业秘密和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平

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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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锋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在北京某餐馆

用餐后找前台服务员开发票时，对方表示

必须扫码关注公众号后才能开具发票，理

由是“不关注就拿不到公司抬头”。最终，

这位消费者据理力争拿到一张纸质发

票。实际上，类似场景并不少见，“扫码强

制关注”已经渗透到了多种生活场景中。

从扫码（关注公众号）点餐、缴纳停车

费，到扫码开发票，商家给消费者强制安

排的扫码应用场景也即公众号推广场景

越来越多了。诚然，扫码给一些消费者带

来了方便，但也给一些消费者带来了不

便，尤其是对于那些不会使用或没有智能

手机的老年消费者而言，扫码流程犹如一

道道消费难关。而消费者扫码关注公众

号还可能带来个人信息泄露、营销信息骚

扰甚至电信网络诈骗等后遗症，这也是消

费者普遍反感和担心的。

商家要求消费者扫码关注公众号的

主要目的是提升公众号的影响力，实现低

成本营销引流。但不论商家抱有怎样的

“小心思”，都必须守住法律底线，尊重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获得消费发票是消费者的法定权利，

而提供发票等购货凭证则是经营者的法

定义务。经营者应该无门槛、无理由、无

条件向消费者出具发票等购货凭证。一

些商家把消费者扫码关注公众号作为开

具发票的前置必要条件，也即赋予扫码关

注公众号强制属性，背离了法定义务要

求，给消费者的法定权利添了堵。

需要强调的是，餐饮发票有一定比例

的税点，也即商家要根据发票额度缴税。

如果商家给消费者设置扫码关注公众号

这一发票开具障碍，并因此限制、拦截了

一些消费者的发票开具需求，导致出票量

减少，就会产生少缴税的结果。无疑，这

样的结果对税收工作是不利的。如果商

家有追求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故意，就涉

嫌非法避税。

商家以店堂告示、通知、声明等方式，

作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加重消费者

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决定，

其内容构成“霸王规定”，并不具备法律效

力，还会招致格式合同违法责任。商家未

经消费者知情同意，强制或变相强制消费

者订阅关注公众号，也违反了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侵犯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权。

此前，已有一些餐饮商家因强制要求消费

者扫码点餐并非法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被监管部门查处。对此，商家应该有清醒

的认知，并增强自律意识——商家固然可

以创新消费模式，对公众号进行营销宣

传；但不能抬高消费者的权利门槛，更不

能关闭消费者的法定权利通道。商家可

以引导消费者扫码开发票、点餐等，为消

费者提供一种路径选择；但同时，商家也

应畅通不扫码模式下的开发票、点餐路径

等，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多元选择权以及相

关的实体权利。

市场监管、工信等部门以及消费者协

会等也应持续关注强制扫码问题，健全联

合监督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发现问

题后，通过约谈、查处、限期整改、曝光等

方式对商家进行干预，向商家传导外部监

督压力，倒逼商家守住法律底线，规范公

众号营销行为，远离强制推荐，把选择权

真正留给消费者。

降低抽成

记者近日从交通运输

部获悉，为保障交通运输

新业态从业人员合理劳动

报酬水平，将推动主要网

约车和货运平台公司降低

平台过高的抽成比例或者

会员费上限，并向社会公

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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