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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言人张业遂介绍

今年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立法工作

抓紧研究人工智能立法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

性技术， 一些国家已将人工
智能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 同时应当看到，人工智能
技术的应用具有不确定性 ，
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法律关

系、道德伦理、社会治理等方

面的新挑战。
所以一方面要大力促进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另一方面要加强前瞻性预防和

约束引导，确保安全可控。全国
人大常委会已将一些与人工智

能密切相关的立法项目， 如数
字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和

修改科学技术进步法等， 列入
本届五年的立法规划。 同时把
人工智能方面立法列入抓紧研

究项目， 围绕相关法律问题进
行深入的调查论证， 努力使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 努力为人工
智能的创新发展提供有力的法

治保障。 (据新华社)

3 月 4 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
闻发布会。 大会发言人张业遂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
答中外记者提问。

张业遂介绍， 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是今年国家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大会，对推动 2019 年的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大会将于 3 月 5 日上午开幕，3 月 15 日上午闭幕，会期十
天半。大会闭幕后，总理将举行中外记者会，回答记者们关切的问题。
今年的会议共有八项议程，除了每年大会都要审议、审查的《政府工
作报告》等报告之外，还要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

合作是中美双方最好的选择
今年是中美建交 40 周年。

40 年来， 中美关系总体上保持
了稳定，同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
展。 我认为，两国关系保持稳定
与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
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世界
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那么，事实
充分证明，中美合则两利、斗则
俱伤，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是一贯

的、明确的。 我们致力于同美国
实现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同时将会坚定地捍卫
自身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两国在历史文化、 社会制度、发
展阶段方面确实有很多的不同，
存在差异、分歧十分正常，但是
这并不必然导致对立、对抗。 应
该看到，中美两国的利益已经深
度地交织，我认为一个冲突对抗
的中美关系不符合任何一方的

利益，另外，用冷战的旧思维来

处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问题是

肯定没有出路的。
关于中美经贸问题，大家都

非常地关注， 一段时间以来，双
方的经贸团队开展了富有成效

的密集磋商，在双方共同关心的
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阶段性

进展，两国和国际社会对此都作
出了积极的反应。我认为中美经
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因
此我们希望双方继续抓紧磋商，
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

去年 12 月， 习近平主席同
特朗普总统在阿根廷成功会晤，
双方同意共同推进以协调 、合
作、 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为
今后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

了方向。当前我认为最重要的事
情，就是双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
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拓展合作的
基础上管控好分歧，确保两国关
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2018年人大立法工作亮点和特点
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成立以来，紧紧围绕贯彻落实
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回应人民
群众重大关切，切实履行宪法法
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加快立法步
伐，实现了本届立法工作的良好
开局。 去年，一次大会审议通过
宪法修正案，制定监察法，通过
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事项 4 件；
常委会制定法律 8 件，修改法律
47 件次， 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
重大问题的决定 9 件。

去年主要的立法工作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会通过的
宪法修正案，为新时代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力

的宪法保障。 大会制定的监察
法，对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责、
权限等作出明确规定，加强了党
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构建起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
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

二是制定英雄烈士保护法，
彰显国家保护英烈的鲜明导向，
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烈、捍卫
英烈、学习英烈的良好氛围。

三是制定电子商务法，明确
电子商务经营者特别是平台经

营者的义务与责任，严禁各种误
导消费者的行为，规范和保障电

子商务健康发展，维护市场秩序
和公平竞争。

四是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
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
分置”的重大改革成果用法律的
形式确定下来，稳定和完善了农
村土地承包关系，给土地承包者
和经营者吃下了“定心丸”。

五是对个人所得税法进行

第七次修改，确保广大人民群众
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减税福利。实
施头 3 个月， 就有超过 7000 万
人的工薪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

得税，减税额度达 1000 亿元。
六是在整体审议民法典各

分编草案的基础上，分编审议了
合同编、侵权责任编草案，有关
草案广泛征求了公众意见 ，为
2020 年完成民法典编纂任务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是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填补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

法律空白，与大气污染防治法、水
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构建起立

体、严密的生态环境法治网。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本

届常委会采取打包修改法律、作
出决定等方式，在深化机构改革
等方面发挥了立法规范和保障

改革的作用。

2019年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立法工作
2019 年的立法任务的确

非常重。 党和国家事业的发
展、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
待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对
立法工作提出了新课题、新任
务。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
坚持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依
法立法， 着力提高立法的质
量，加快立法工作步伐，集中
力量落实好党中央确定的重

大立法事项， 重点是推进四
个方面的立法工作。

第一， 抓紧制定修改深
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
放急需的法律。 除外商投资法
外，还将修改土地管理法、专利

法、证券法，制定资源税法等。
做好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相关

工作，保证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第二， 加快保障和改善

民生、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领
域的立法。 包括抓紧审议民
法典各分编草案， 继续审议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草案、 疫苗管理法草案和药
品管理法修正草案。 制定长
江保护法， 为保护长江提供
坚强的法制保障。

第三，加强国家安全、社
会治理领域的立法。 制定出
口管制法、数据安全法、生物
安全法等， 提高防范和抵御

安全风险的能力。 制定社区
矫正法、退役军人保障法，修
改刑法等， 为加强和创新社
会治理提供法律支撑。

第四， 完善国家机构组
织有关法律制度。 修改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议事

规则等，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 继续审议法官法、检察
官法修订草案。 深化司法体
制改革。 制定政务处分法，健
全国家监察体制。

我向大家通报一下，今年
的立法计划已经初步拟订，将
根据本次大会代表们提出的

意见修改完善后及时公布。

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数

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个人
信息不当收集 、滥用 、泄露 ，
导致公民权益受到侵害的事

件时有发生。
我国已经有多部法律 、

法规、 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
护，如刑法、民法总则、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
子商务法等， 都作出了相关
规定。 但从总体上看，呈分散
立法状态， 需要根据形势的

发展， 制定有针对性的专门
法律来加以规范，形成合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个

人信息保护法列入本届立法

规划， 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
究和起草，争取早日出台。

3 月 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发言人张
业遂就大会议程和人大工作相关的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