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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浙江直播电商产业繁荣，由此引发

的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也不少。”省人大

代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陈志君此次带

来的建议，正是“加快推进直播电商产业法治化”。

去年以来，杭州法院共审结涉数字经济案件

11839件，其中有不少案件就涉及到直播电商。

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就是生产力，而部分电

商为谋求交易机会、获取竞争优势，会采取虚构数

据、刷量引流等非法手段。杭州法院审理的一起

“刷量干扰平台算法不正当竞争案”，判决认定被

告通过技术手段制造虚假流量、干扰算法推荐机

制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赔偿损失100万元。

“以裁判树规则、以规则促治理。该案体现出法院

从司法裁判的角度，以规则之治推动‘优质内容+

原始热度+真实互动’数字文明建设。”陈志君说。

直播电商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也十分

突出。杭州中院审理过的一起案件中，商家通过

短视频直播平台公然面向种植户宣传出售“杨麦

25，100斤白包装”。“扬麦25”小麦曾被认定为

2022年杭州市萧山区种植业主导品种之一，其权

利人某种子集团依法对其享有排他的独占权。法

院在审理中对权利人予以快速保护，判令被告商

家承担2倍惩罚性赔偿。该案入选了第三批人民

法院种业知识产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2022年中

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引领、规范直播电商产业，加强执法监管非

常重要，但直播电商依法治理涉及多个法律部门，

执法主体多元，执法对象存在交叉竞合，还有一些

空白领域。”陈志君认为，在直播电商发展迅猛的

浙江，不仅需要对该产业的指引，还需要创造性地

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并及时推进我省地方人大立

法，把直播电商产业纳入法治化的管理轨道，“这

是对产业发展最好的营商环境保障与护航”。

陈志君从直播电商的地方立法、行政执法、司

法规范和平台治理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法治是最

好的营商环境，也是最好的管理模式，加快推进直

播电商产业管理的法治化进程，争取为全国及其

他省市推进直播电商产业法治化管理提供可复制

的‘浙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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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陈志君：

加快推进我省直播电商产业立法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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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数字

治理法治化……今年的两会上，无论是《政

府工作报告》《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草案）》还是两院工作报告，“法治”都是高

频出现的词汇，这也成为了代表委员们热

议的焦点。

法律工作者的专业思考、企业家们的

满心期待，共同构成了一场面向未来的“双

向奔赴”。

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聚焦聚力高水平

对外开放。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涉

外法律服务不可或缺。省政协常委、省律师

协会专职副会长陈三联带来的提案，正是为

我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支招的。

“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是我省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

务之急，且意义重大。”陈三联说。经过调

研，他梳理了当前我省在涉外法治体系建

设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当前在立法上，

我省缺乏专门的涉外地方立法；在执法领

域，对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跟进还不足；另

外，还存在涉外法律服务力量短缺、平台建

设尚需整合完善等问题。”

他认为，当前首要任务就是推进立法，

“应根据我省外向型经济现状，加快形成系

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要加

快涉外经贸方面的地方立法；在涉外知识

产权保护、涉外企业合规指引制定方面，也

可以提速。”同时，他还提出了完善涉外商

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提升涉外法律服

务能级、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强化涉外

法治平台和机制建设等建议。“当前无论是

涉外律师，还是涉外仲裁从业队伍、调解员

等，都处于短缺状态。”就解决涉外法治人

才培养难题，他建议，要加快高校法学学科

专业建设，加强省级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

养创新基地试点建设，同时强化高校与法

律实务部门的合作交流。

用法治手段保障数字化改革

数字治理已成为驱动我省数字化改革

的强劲动力。省人大代表、浙江大公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李旺荣在调研中发现，在我

省现今的应用中，数字治理仍存在一定的

风险与挑战，“如数据权属争议、数据安全

隐患等问题日益突出，不仅让数字技术赋

能治理打了折扣，也影响了公众对数字治

理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他认为，有必要通

过完善相应法律制度和框架体系，用法治

手段为我省数字化改革提供保障。

李旺荣建议，我省应尽快构建统一公

共数据开放共享规则体系，加快制定基础

性地方法规，同时，参照上海、深圳等地先

进经验，推进地方立法权限范围内的数据

法律制度构建，为“数字中国”的法律制度

建设提供浙江经验和样板。

此外，为提升我省数字治理的法治化

水平，李旺荣认为，应重点加强我省数字治

理的组织能力、专业能力和规范能力：在组

织能力上，加大合法性审查力度，让合法性

审查作为数字治理中的必经程序；在专业

能力上，加强政府监管侧专业复合型人才

的培养，建立相应机制，培养各部门领域的

技术型法治人才；在规范能力上，提升政府

依法决策水平，同时推进代码法律化，推动

数字法治系统多跨场景建构，并积极探索

数字治理法治化专题研究。

这两支队伍建设很重要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深化县乡行政

合法性审查改革、“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

法改革，规范行政决策程序、行政执法行

为，把厉行法治的要求落到实处。在省人

大代表、浙江京衡(义乌)律师事务所首席

合伙人冯秀勤看来，建设专职法审员队伍，

是推动合法性审查质效提升的必由之路。

“合法性审查工作人少事多责任重，

也缺乏统一的人才培养体系，业务能力学

习提升主要依靠个人自学和经验累积。

建立一支长期、稳定的专职法审员队伍，

能够有效解决人员变更频繁、审查流于形

式、审查质量不高等问题，进一步提高县

乡两级政府依法行政水平。”她建议，将担

任专职法审员的公务员、参公人员纳入专

业技术类公务员管理；探索建立专职法审

员专业技术职称体系，拓宽专职法审员发

展路径。

省政协委员、丽水市律师协会副会长

华之芬带来的提案，关注的则是公职律师

队伍建设。

“我省公职律师人数逐年增长，部分市

县区公职律师人数已超过专兼职律师人

数。公职律师不仅要为重大决策、重大行

政行为、合同审查等提供法律意见，还要为

信访接待、矛盾调处、涉法涉诉案件化解、

突发事件处置、政府信息公开等工作提供

专业法律服务，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是

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一环。”然而，华

之芬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公职律师工作仍

存在重视程度有待加强、履职意愿有待提

升、履职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

如何有效发挥公职律师作用，有力助推

法治政府建设？华之芬建议，强化机制建

设，修改完善《浙江省公职律师和公司律师

管理办法（试行）》，建立健全公职律师培养

使用、履职激励、管理考核等体制机制；注重

提升公职律师的法律服务素质能力，为公职

律师搭建起实务培训平台，通过开展集中培

训、多样化培训以及与外聘法律顾问结成对

子的形式，为公职律师提供学习实践、业务

锻炼的机会，不断提升其履职能力水平。

企业家们期待满满

“一流的营商环境是支撑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生命线。”省人大代表、华临绿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裁邹华深有感

触。

去年8月，邹华的企业有个项目急需

招聘80余名技术工人，当地职能部门了解

情况后，通过大数据人才平台及时帮助企

业解决了问题；也是去年，企业有个超60

米长的深冷装备要出口到国外，邹华向当

地有关部门求助，仅仅一天半时间，详细的

运输、装载和出海路线就制定完成，设备顺

利出海。“浙江优质的营商环境，让企业一

步步茁壮成长。一系列实实在在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的硬支撑，真正让企业少跑腿，专

心发展、专注生产。我从心底里感受到‘被

当做自己人’。”邹华说。

“很多企业在科技创新转化成产品的

过程中，面临首创工艺的认定和审核的困

难。没有许可证就不能转化为生产链，导

致无法销售，这样一来既无法经受市场的

检验影响产品下一步的改进，也影响资金

回笼。”省人大代表、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杨卫东说，他很欣喜地看到

《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案）》特别关

注到企业创新的问题，希望等正式出台后

能落实落细，让企业更有安全感地从事科

技创新。

省政协委员、恒勃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书忠也为浙江政府打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所做的努力点赞，同时也提出了一

些“期待”，“期待在政务服务便捷度、执法

监管的精准度上有所提升，也期待能进一

步强化知识产权的全链保护、推进知识产

权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进一步优

化涉企执法司法服务。”

这是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也是一场“双向奔赴”

【两会关键词：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