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四路並舉 擴大開放
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

加快推進深圳放寬市場准入24條特別措施，在人
工智能、智能網聯汽車、醫藥與醫療器械等領域探
索 「沙盒監管」 機制；實施 「AI＋城市」 「AI＋千
行百業」 ，大力推動藥品和醫療器械審評、檢查、
臨床試驗等規則與國際接軌；全面啟動實施 「超充
之城2.0」 ，進一步加快重卡超充換和乘用車閃充
等大功率充換電技術應用。

進一步便利要素資源獲取

完善數據要素登記存證、數據資產評估入表、場內
數據交易等方面技術標準；擴大公共數據資源供
給，開展公共數據分級分類授權運營；探索 「負面
清單＋一般清單」 數據出境清單管理制度，率先在
醫療健康、金融保險、商貿物流等領域培育一批跨
境可信數據空間。

進一步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適應CPTPP、RCEP、DEPA等新要求，以前海
蛇口自貿片區作為試驗田，分批次對標高標準經貿
規則進行壓力測試；以深圳獲批服務業擴大開放綜
合試點城市為契機，進一步擴大電信服務、醫療康
養、商貿文旅、交通運輸等領域開放。

進一步優化一流營商環境

着力打造一流的政務環境、法治環境、產業環境、
城市環境，突出以人工智能賦能服務創新，進一步
完善審批和監管之外的服務體系，營造綜合優勢更
強的產業生態。

基於共識規則，聯接多方主
體，實現數據資源共享共用的一種
數據流通利用基礎設施，是支撐構

建全國一體化數據市場的重要載體。去年底，國
家數據局印發實施《可信數據空間發展行動計劃
（2024-2028年）》，提出到2028年，可信數
據空間運營、技術、生態、標準、安全等體系取
得突破，建成100個以上可信數據空間。

可信數據空間
話你知

國務院：更大力度推動樓市止跌回穩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國務

院總理李強6月13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
會議，部署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
區試點措施複製推廣工作，聽取構建房
地產發展新模式和推進好房子建設有關
情況匯報，審議通過《關於進一步完善
信用修復制度的實施方案》，研究優化
藥品和耗材集採有關舉措。

會議指出，要用好中國（上海）自
由貿易試驗區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
規則的試點經驗，在更大範圍釋放制度

創新紅利，以高水平開放推動深層次改
革、高質量發展。要因地制宜做好複製
推廣工作，充分考慮各地實際情況，重
點推進企業和群眾急需的試點舉措，做
好與其他改革開放試點措施的相互協
調、相互銜接。要在守住風險底線的前
提下，更大力度開展制度型開放試驗，
加快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會議指出，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
式，對於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
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要着眼長

遠，堅持穩中求進、先立後破，有序搭
建相關基礎性制度。要扎實有力推進
「好房子」 建設，納入城市更新機制加
強工作統籌，在規劃、土地、財政、金
融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要對全國房地
產已供土地和在建項目進行摸底，進一
步優化現有政策，提升政策實施的系統
性有效性，多管齊下穩定預期、激活需
求、優化供給、化解風險，更大力度推
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

會議指出，要加快完善統一規範、

協同共享、科學高效的信用修復機制，
更好幫助失信主體重塑信用。要統一修
復規則，健全資格審查、過程監督、結
果認定等環節標準規範。

加強藥品耗材全鏈條質量監管
要打破數據壁壘，盡快明確數據共

享範圍、方式、頻率，促進相關領域社
會數據互聯互通。要強化部門協同，在
受理辦理、更新反饋、異議處理等工作
中密切配合、形成合力。

會議指出，要加強藥品和耗材集採
政策評估，總結經驗、補齊短板，推動
集採工作規範化制度化常態化開展。要
更好促進 「三醫」 協同發展和治理，完
善公立醫院補償機制，支持醫藥企業提
高創新能力，更好滿足群眾多元化就醫
用藥需求。要加強對藥品和耗材生產、
流通、使用全鏈條質量監管，扎實推進
仿製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讓人民
群眾用藥放心安心。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13日，深圳舉行系列首場新聞發布會，介紹貫徹落實中共中央
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
化改革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下稱《意見》）的情況。深圳市委
常委、秘書長、改革辦主任鄭紅波介紹，深圳接下來將抓好改革落
地，在創新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上先行先試，着力拓展粵港澳合
作國際合作的新途徑新場景新載體，着力建設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
城市，着力強化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

據介紹，深圳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實施 「AI+城市」 「AI+
千行百業」 。此外還將探索 「負面清單+一般清單」 數據出境清單管
理制度，率先在醫療健康、金融保險、商貿物流等領域培育一批跨
境可信數據空間。

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深圳報道

掃一掃有片睇

鄭紅波指出，《意見》將有力地促進深圳更好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如
《意見》指出 「支持綜合保稅區外的重點企業開展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符
合環保要求的 『兩頭在外』 保稅維修業務試點」 。深圳外貿進出口規模大，保
稅維修業務需求大。這項改革對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增強國際競爭力，對深圳
發展服務型製造、提升貿易能級具有重大意義。

打造高端服務進出口戰略基地
他表示，2024年，外貿進出口總額4.5萬億元、同比增長16.4%，新設外

資企業9738家、佔全國的16.5%。未來深圳將圍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人員
流動等重點領域，持續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形成遊戲出海、軟件外包、
跨境金融、跨境旅遊、國際物流、國際會展、知識產權、建築服務、創意設
計、涉外法律服務等領域的優勢和品牌，努力打造高端服務進出口戰略基地和
重大平台。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郭子平表示，將圍繞《意見》部署的
改革舉措，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加快推進深圳放
寬市場准入24條特別措施，在人工智能、智能網聯汽車、醫藥與醫療器械等領
域探索 「沙盒監管」 機制；實施 「AI+城市」 「AI+千行百業」 ，大力推動藥品
和醫療器械審評、檢查、臨床試驗等規則與國際接軌。

加速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
郭子平介紹，深圳將適應CPTPP、RCEP和DEPA等高標準經貿規則，以

前海蛇口自貿區為試驗田，分批次對標高標準經貿規則進行壓力測試。未來，
深圳還將進一步擴大電信服務、醫療康養、商貿文旅、交通運輸等領域擴大開
放。此外，深圳還將進一步便利要素資源獲取，探索 「負面清單+一般清單」
數據出境清單管理制度，率先在醫療健康、金融保險、商貿物流等領域培育一
批跨境可信數據空間。分析指出，構建大灣區跨境可信數據空間，有助於加強
跨境數據高效流動和安全利用，助力建設 「國際數據樞紐」 ，發揮大灣區在數
字貿易中的引領作用。

數據自由流動 利好業務創新
近年來，大灣區在數據要素跨境流動方面做出一系列探索。例如，廣州市

首例跨境數據資產入表項目啟動，標誌着大灣區在跨境數據資產管理方面邁出
重要一步；政策方面，大灣區已實施《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香港）個人信息
跨境流動標準合同實施指引》和《關於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數據跨境流動的合作
備忘錄》等。下一步，粵港澳三地可探建數據跨境流動協調機制，推動數據政
策對接和互認，實現區域內數據的自由流通和創新應用。同時，通過與歐盟、
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的合作，推動與國際數據保護標準的對接。

大灣區推動跨境數據流動在金融、醫療、教育等行業的自由流動和應用，
有助促進產業升級和創新。通過建立跨境數據空間，可以為企業提供一個安
全、可信的數據交互環境，支持企業開發新的業務模式和服務。

深圳創新管理 便利金融數據跨境
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 實施「AI+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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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超充之城2.0」
普及「閃充」技術

制度創新 完善監管
打造低空經濟中心

高速
發展

在13日的新聞
發布會上，深圳市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主任郭子平表示，未來深圳將
按照 「深圳示範、灣區組網、
全球推廣」 的思路全面啟動實
施 「超充之城2.0」 ，進一步加
快重卡超充換和乘用車閃充等
大功率充換電技術應用。

據了解，2023年6月，深
圳啟動 「超充之城」 建設。
2024年深圳政府工作報告明確
提出，新建充電樁5萬個、綜合
能源補給站10座，力爭超充站
達1000座。2024年深圳建成投
用超充站1002座、充電樁超41
萬個，在全球率先實現超充
站、充電槍數量全面超過加油

站、加油槍。在深圳等地方政
府的推動下，超充站建設如火
如荼，帶動產業鏈高速發展。

當前， 「超充之城」 深圳
正積極發揮先行示範作用，大
力推動深圳優勢技術、產品、
服務和標準在援疆援藏、東西
部協作、對口合作和省內幫扶
協作等對口地區落地應用，攜
手對口地區全力打造縣域充換
電基礎設施建設示範樣板。截
至2025年3月，深圳已協同推
動 對 口 地
區 已 建 或
新 建 充 電
站150座、
充 電 樁
567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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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貫徹落實《關於深入推進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深化改革
創新擴大開放的意見》情況。

▲深圳 「超充之城2.0」 建設不斷升級。圖為深圳大寶路光儲超充
放一體化示範站。

《意見》提出
的創新支持新興產
業系列舉措，包括

探索人工智能輔助醫療設備准
入應用機制，完善低空飛行服
務保障體系，探索源網荷儲一
體化商業模式等，深圳將進一
步探索放寬市場准入。

深圳市委常委、秘書長、
改革辦主任鄭紅波指出，高質
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
和關鍵，深圳一定要在高質量
發展上實現更多更好更大的成

效。比如《意見》指出 「支持
深圳深化無人駕駛航空器飛行
管理制度改革創新，完善低空
飛行監管規則」 。近年來，深
圳大力發展低空經濟，集聚了
1900餘家低空經濟產業鏈企
業，累計開通無人機物流航線
293條，這些對低空服務管理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這項改革將
進一步推動深圳低空製造和服
務融合、應用和產業互促，加
快打造低空經濟中心。

大公報記者李望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