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4日 星期五
统筹：孙友文 编辑：王梓 美编：王小羽 校对：陈希 A13时事NEWS

商务部回应印度宣布
禁用118款中国APP

新华社电 针对印度宣布禁用 118款
中国手机应用程序，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
人高峰3日回应，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坚决反对。

高峰在当天举行的网上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说，9月 2日，印度信息技术部以所谓
“有损印度主权与完整、印度国防、国家安
全与公共秩序”为由，宣布禁止118个中国
手机应用程序在印度使用。

“印方滥用‘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企
业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违反世贸组织相关
规则。”他说，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在海外
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合法合规经营。印方有
关做法，不仅损害中国投资者和服务提供者
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损害印度消费者的利
益，损害印度作为开放经济体的投资环境。

又一起！
华盛顿警方枪杀一名黑人

新华社电 美国首都华盛顿市警方 2
日开枪打死一名非洲裔男子，是全美最近
一系列警察枪杀黑人事件中的最新一起。

华盛顿市警察局局长纽舍姆2日在新
闻发布会上通报，警方当天下午得知一辆
汽车内藏有枪支，随后派遣多名警员前往
现场，“当他们接近那辆车时，车上两人下
车逃跑，一名警官因而开枪”，中弹男子送
医后不治身亡。

纽舍姆说，死者据信是“成年男子”；警
员在“犯罪现场”找到两支枪，“我们认为嫌
疑人当时有一支枪”。

多家媒体报道，那名黑人男子17或18
岁。不少当地社区居民参加新闻发布会
时，多次大声质疑纽舍姆通报的信息。当
地“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呼吁发起抗议示
威活动，并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华盛顿警
察“谋杀”一名黑人。

市议会议员巴彻勒告诉当地媒体记
者，死者“刚过完18岁生日”，“我们不清楚
太多情况，但是，在我看来，极少有理由能
够让 17岁或 18岁的年轻男孩在我们的城
市被杀死，特别是在这个人没有武器或正
在逃跑的情况下”。

多家媒体报道，华盛顿市警方枪杀黑
人男子可能为全美反种族歧视、反警察暴
力执法抗议活动火上浇油。

今年 5月，非洲裔男子弗洛伊德在明
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白人警察用膝
盖压住颈部后死亡，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
示威活动。8月 23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基
诺沙市发生黑人青年遭警察枪击而瘫痪事
件，抗议浪潮迎来新一轮高峰。

9月2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布一段视
频，显示洛杉矶警方8月31日开枪打死29岁
黑人男子基齐。这段模糊的视频显示，基齐
在人行道上与一名警察扭打在一起，他挣脱
后踉跄着倒在地上时，旁边两名警察开了枪。

警方通报称，基齐当时正在骑自行车，
因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拦截。按照警方的
说法，基齐倒地时，一件夹克掉在地上，一
把枪掉了出来，然后他“做出”拿枪的动作，
于是警察开枪射击。

2日发布的视频无法证实警方说法，
原因是栅栏遮挡导致视频出现盲区。

新华社电 涉正当防卫案件近年来
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最高人民法院3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
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对依法准确适用
正当防卫制度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规定。

意见明确提出，正当防卫是法律赋
予公民的权利。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正当
防卫的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对于符合
正当防卫成立条件的，坚决依法认定。
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
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
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

“意见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
卫的法律规定，正确处理正当防卫案件，

依法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
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姜启波说。

对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和特殊防
卫的具体适用，意见提出了“十个准
确”。其中明确，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起
因条件。正当防卫的前提是存在不法侵
害。不法侵害既包括侵犯生命、健康权
利的行为，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公私财
产等权利的行为；既包括犯罪行为，也包
括违法行为。不应将不法侵害不当限缩
为暴力侵害或者犯罪行为。

对于准确把握正当防卫的时间条
件，意见明确提出，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
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

时所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
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

意见同时提出，准确界分防卫行为
与相互斗殴，准确界分滥用防卫权与正
当防卫，准确把握防卫过当的认定条
件。认定防卫过当应当同时具备“明显
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
条件，缺一不可。此外，意见围绕特殊防
卫的起因条件，明确了“行凶、杀人、抢
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
全的暴力犯罪”的具体涵义。

当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还联
合发布了七个涉正当防卫的典型案例，
以案说法，有针对性地阐释适用正当防
卫制度需要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运营商在提升技术防范能力
方面持续发力，建立包含终端风险提示、
网络行为发现等在内的安全防控体系，能
够实现对一些异常话务的自动识别。

但随着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的隐蔽
性加强，借助一些平台随意改号等现象
频繁发生，给溯源带来困扰。

“不得擅自变更、隐藏、冒用电信网
码号”“不得擅自转让或者出租电信网码
号”……征求意见稿聚焦码号资源等源
头端，对垃圾短信、骚扰电话严格治理。

“对发送端口加大检查力度，对码号

资源授权发放制定更严格的条件与流程，
建立更全面的审查机制等，有利于监管部
门和相关机构精准排查。”邱宝昌说。

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治理涉及多个
部门。强化拦截能力、加强标记分类、形成
相关号码库等，都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邱宝昌等受访人士建议，加大力度从
源头上打击非法获取、购买、过度收集消
费者信息等行为，同时鼓励设备制造商在
终端设备提供防侵扰等服务，并建立完善
举报制度，积极发动社会力量进行监督，
实现对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的长效治理。

工信部出手，征求管理意见“新规”

看看，有哪些垃圾短信治理“硬招”
新华社电 工信部近日就《通

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再次释放了加大通信领域服务与
管理的信号。

正在征求意见的“新规”将从
哪些方面对短信息和语音呼叫进
行管理？整治骚扰电话和垃圾短
信将有哪些“硬招”？

未经同意视为拒绝
商业短信不可随意发

“只要给一个中介留了电话，所有的中
介就都知道号码了。”广州市民闫济民在购
房时曾给中介留过联系方式，此后总是接
到各种楼盘推销电话，让他不胜其扰。

一直以来，一些机构、个人以商业推
销之名频繁发送短信、拨打电话，给人们
生活带来不小的困扰。如何规范和管理
商业性短信、电话备受关注。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任何组织或个
人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或者用户明确
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
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其中特别强调，
用户未明确同意的，视为拒绝。用户同
意后又明确表示拒绝接收的，应当停止。

“打击垃圾短信、骚扰电话等行为一
直都有，但由于缺乏明确界定，很难取得
长效。”通信行业观察人士项立刚认为，征
求意见稿以用户意见为依据，用户未经明
确同意视为拒绝等一系列要求，给这些行
为更明确的认定，让治理更具针对性。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在此前规范短
信基础上，明确了对商业性电话等行为
的管理。

“大部分商业营销类电话虽带来困
扰，但尚未构成违法犯罪。此次对这类
行为进行明确规范，让管理更加完善。”
业内人士指出。

专家认为，征求意见稿对商业性短信
息和商业性电话管理设置独立章节，从
码号资源、发送业务、平台服务等全链条
强化了基础电信企业、移动通信转售业
务经营者、呼叫中心等事前、事中、事后
管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管理职责，提高
监管成效。

建立“谢绝来电”平台
有效规范通信管理

根据征求意见稿，工业和信息化部
组织建立全国统一的“谢绝来电”平台，
引导相关组织或个人尊重用户意愿规范
拨打商业性电话。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去年起，在广
泛调研和借鉴国外相关制度基础上，工
信部组织中国信通院和三家运营商推进
建设“谢绝来电”平台。通过平台，基础
电信企业可以更加便捷有效登记用户关
于商业性电话的接收意愿，依据用户意
愿为其提供不接收或不接听等服务。

据统计，截至今年 8月底，仅广东移
动骚扰电话“谢绝来电”服务已累计开通
用户642万，月均拦截骚扰电话1.2亿次。

“骚扰电话和垃圾短信的判断具有
主观性，建设‘谢绝来电’平台的目的就
是充分尊重和依据用户意愿来解决骚扰

电话、垃圾短信判定问题，让商业性短信
和电话以合理合法的方式，为用户提供
所需的服务。”项立刚说。

他认为，征求意见稿鼓励移动智能
终端制造商在移动智能终端为用户提供
快捷方便的短信息、语音呼叫防侵扰服
务，进一步将服务和管理的范围拓展。
“对消费者而言，保护的力度更大了。”

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对用户投
诉单独设立章节，明确由12321网络不良
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受理用户关于
短信息服务或语音呼叫服务投诉，并对接
收、处置、反馈等环节时长提出要求。

此外，记者从工信部获悉，工信部已
和各地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会议，要求各
地对电话骚扰等问题进行集中排查，依法
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处置和曝光力度。

加强源头治理 多措并举做好通信服务

矫正“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

正当防卫认定新规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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