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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月报】 

根据商务部服务外包统一平台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

上半年大连市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额（包含在岸）193185.39 万

美元，同比下降 56.37%；接包合同执行额 174983.93 万美元，

同比增长 22.10%。其中，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 157720.74 万

美元，同比下降 33.70%；执行额 123731.65 万美元，同比增

长 18.71%。 

从国际市场看，今年上半年我市接包合同执行额前三的是

日本、荷兰、新加坡，分别是 37427 万美元、29876 万美元、

19486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2.72%、23.49%、28.19%。我

市承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外包执行金额 20697.75 万

美元，同比增长 30.80%。我市承接 RCEP 成员国离岸服务外

包执行额 58578.53 万美元，同比增长 17.13%。 

从企业性质看，今年上半年我市内资企业服务外包合同签

约金额 36888.95 万美元，占比 23.39%；合同执行金额 19217.62

万美元，占比 15.53%；外商投资服务外包合同签约金额

120831.79 万美元，占比 76.61%；合同执行金额 104514.01 万

美元，占比 84.47%。 

从业务结构看，今年上半年我市企业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

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知识流程外包（KPO）

执行额分别为 87907.10 万美元，同比增长 13.91%；32971.95

万美元，同比增长 37.55%；2852.58 万美元，同比下降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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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资讯】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

投资力度的意见》 

8 月 13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 

《意见》明确，六大方面 24 条政策措施。一是提高利用

外资质量：加大重点领域引进外资力度；发挥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拓宽吸引外资渠道；支持外商投

资企业梯度转移；完善外资项目建设推进机制。二是保障外商

投资企业国民待遇：保障依法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支持依法平

等参与标准制定工作；确保平等享受支持政策。三是持续加强

外商投资保护：健全外商投资权益保护机制；强化知识产权行

政保护；加大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力度；规范涉外经贸政策法规

制定。四是提高投资运营便利化水平：优化外商投资企业外籍

员工停居留政策；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机制；

统筹优化涉外商投资企业执法检查；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保

障。五是加大财税支持力度：强化外商投资促进资金保障；鼓

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落实外商投资企业相关税收优惠

政策；支持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国家鼓励发展领域。六是完善外

商投资促进方式：健全引资工作机制；便利境外投资促进工作；

拓展外商投资促进渠道；优化外商投资促进评价。 

（来源：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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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8 月 3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关于《个人信息保

护合规审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提出，处理超过 100 万人个人信息的个人信

息处理者，应当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其

他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每二年至少开展一次个人信息保护合

规审计。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2 日。 

（来源：国家网信办网站） 

 

 工信部：鼓励部属单位开展数据确权授权的标准制定等方

面工作 

8 月 8 日，工信部在对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 0483 

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关于建立企业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工信

部将围绕三方面做好相关工作。一是支持北京、上海等地数据

交易机构高质量建设，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

设，探索多种形式的数据交易模式，推动数据要素价值转化；

二是推动全国统一数据登记平台高水平建设，指导开展数据资

产价值评估试点，打通数据要素流通堵点；三是鼓励部属单位

开展数据确权授权的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平台应用、授权认

证等方面工作，探索数据确权授权的落地方案和创新模式。 

（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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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首次发布《美国履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情况报告》 

8 月 11 日，商务部首次发布《美国履行世贸组织规则义

务情况报告》。报告梳理美国履行世贸组织规则义务概况并作

总体评价，表达对美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实施单边贸易霸凌、

操纵产业政策双重标准、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等政策措施的

关注。报告全文 85 页，涵盖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产业补贴，

农业补贴，贸易救济，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服务

贸易，知识产权，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投资审查政策，购买

美国货，国际经贸合作中的歧视性安排等 11 个方面对美国政

策措施的具体关注。 

（来源：新华网） 

 

 印度下议院通过《数字个人数据保护法案》 

据路透社 8 月 9 日消息，印度通过《2023 年数字个人

数据保护法案》（TheDigital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 2023），

对于科技公司如何处理用户数据作出规定。该法律将允许公司

将部分用户数据转移到国外，同时赋予政府向公司寻求信息的

权力，并指示联邦政府任命的数据保护委员会打击不当内容。

此外，该法案还赋予政府豁免国家机构的权力，以及赋予用户

更正或删除其个人数据的权利。对于违规行为，印度政府可处

以最高 25 亿卢比（约合 3000 万美元）的罚款。 

（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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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贸易衡量手册》第二版正式发布 

数字技术的进步快速而大幅地改变着经济的方方面面，无

论商业活动与个人互动模式，都因为数字技术的发展而出现新

的状态，而数字平台的快速扩张更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各方发生

互动联系的成本，加速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持的国际贸易活动。

2012 年，美国经济分析局（BEA）首次尝试衡量将服务贸易

“数字化”，不过仅局限于数字信息和通讯技术（ICT）。2017

年，二十国集团（G20）数字经济部长宣言呼吁推动确立数字

经济统计，而此后则持续强调衡量数字贸易的重要性，帮助决

策者利用、监管和塑造数字贸易流动。 

为了帮助各方在衡量数字贸易上采取更为一致的行动，世

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 2019 年发布

第一版《数字贸易衡量手册》后，于 7 月 28 日再次发布第二

版的手册，以期全面总结衡量和统计数字贸易中涉及的各方面

问题。第一版手册认为数字贸易指的是以数字方式订购或以数

字方式交付的国际贸易。第二版手册讨论了数字化订单贸易和

数字交付贸易两种数字贸易的形式，并对数字中介平台（DIP）

的功能与作用进行分析。 

作为相对较新的经济活动形式，数字贸易面临的壁垒出现

明显的阶段性特点。经合组织“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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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TRI）”显示，2014 年发布数据以来，全球数字贸易壁垒

明显增加。其中，2015 到 2020 年，DSTRI 指数从 0.16 逐渐

上升至将近 0.165；DSTRI 在新冠疫情冲击较大的 2020 年和

2021 年基本未变；2023 年出现了跳跃性上升，达到 0.21。数

字贸易壁垒的增加既是贸易方式吸引力增强引起更多市场竞

争的结果，也受不少国家在数字贸易领域表现敏感和出台更多

监管规则有关。而从壁垒的类别来看，基础设施的障碍和可连

接性是影响最大的，占比高达 64%；排在其后分别是“其他

数字贸易壁垒”“电子交易”“支付系统”和“与知识产权有关

的壁垒”。壁垒重要性和普遍性的分布从一个侧面说明，数字

贸易仍处于发展的早期，支撑其发展的条件还有较大的不足，

在相关领域的投入因而可能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无论要测量数字化订购还是数字化交付，第二版手册都对

数据来源和测量方法进行了探讨。为了获得更为准确的描述，

两个分指标数据都需要搜集包括买卖关系、中介平台和问卷调

查在内的信息，通过比对尽量刻画这两个指标。值得注意的是，

贸易不论产生于数字化订购，抑或数字化交付，都需要通过比

对分析剔除重复数据。当然，一些大型跨国公司有时候对数字

贸易表现出矛盾的心态。既希望能够以数字贸易的发展为全球

业务网络效率的改进和竞争力的提升带来益处，却又担心包括

来自不同国家数字贸易壁垒和其他合规要求给其带来的巨大

成本而踯躅不前。 



8 

第二版手册专门介绍了中国在数字贸易统计中的两个案

例。一个案例是中国海关在 2014 年推出的“跨境直购”代码

（HS9610），不仅提高海关监管效率，而且有利于更好地完成

统计。而 2014 年和 2016 年推出的跨境综合试验区采用保税跨

境采购代码（HS1210）和其他地区采用保税跨境采购代码

（HS1239）与 HS9610 一起为中国统计跨境电商交易额提供了

重要便利。不仅如此，跨境电商平台的数据和不定期业务访谈

也用于进一步完善对跨境电商发展的数据统计，相关数据的发

布进一步引导了市场预期，降低了业务发展与统计数据之间的

偏差。 

第二个案例主要通过中国商务部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

济合作参与 WTO 电子商务谈判，推动数字贸易发展。在包括

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的三类数字化交

付的引导和政策支持下，超过 6.7 万家企业参与其中，创造了

超过 1000 万个就业机会，出口涉及全球 200 个经济体。同时，

商务部从 2007 年推出服务外包调查制度，两年后推出在线的

服务外包监测系统，定期开展数据整理和全国范围的人员培训。

相关举措通过能力建设和全国范围的行动协调，为数字贸易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效

的支撑。 

  （来源：国际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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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大连住林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类  型：大连市数字贸易协会会员单位 

简  介：大连住林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社内简称大连 ITS）

成立于 2005 年 9 月，系日本住友林业株式会社在海外投资的

全资子公司。公司位于辽宁大连高新园区，现有员工近 200

名。公司业务主要致力于重视环保的、发展前景倍受瞩目的木

结构住宅设计及与住宅建筑相关的事业内容，主要服务范围包

括日文 CAD、英文 CAD、业务支援、企业会计、软件开发、

视频课件等。公司曾获得大连市成长型企业、技术先进型服务

企业，大连市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等荣誉称号。 

 

 大连必捷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类  型：大连市数字贸易协会会员单位 

简  介：大连必捷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4 月，

获高新企业及双软企业认证资质，已通过 CMMI3 级评估及

PIPA 认证。公司所在集团在日本、大连、北京、上海有近 800

人的开发团队，其中在日本公司有 120 余人，大连公司有 400

余人。公司以保险，流通，产业等领域的软件开发为主，承接

日本外包项目。公司相继开发完成了“保险在线销售系统”、

“健康管理系统”、“人员派遣管理系统”、“智能交通系统”、

“智慧环卫”、“生鲜零售”、“无人值守计量平台”、“智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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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项目。在汽车电子的品质保证领域也拥有稳定的团队，

70%的人员都已经通过 ISTQB 国际软件测试体系认证。 

 

【协会动态】 

8 月 22 日，由大连市数字贸易协会主办，大连云算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和大连鼎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协办的“聚焦

数字化时代的产品创新思维”主题培训在大连腾飞软件园 1

期举办，邀请独立咨询师、产品研发管理专家王小刚到会进行

培训，市数字贸易协会执行会长倪苏方发表致辞，50 余家会

员企业代表参会。 

8 月 31 下午，大连市数字贸易协会在副会长单位大连神

谷中医医院组织理事单位见面活动，交流研讨之后，体验神谷

中医医院最新引进的数字化医疗器械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