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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14日從中國工業和信息
化部獲悉，工信部近日印發《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
辦法（試行）》。該管理辦法提出，工信領域的重要數據和核
心數據，確需向境外提供的，應當依法依規進行數據出境安全
評估。

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
《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辦法（試行）》作為工
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管理頂層制度文件，重點解決工業
和信息化領域數據安全「誰來管、管什麼、怎麼管」的問
題。
管理辦法共八章四十二條，主要內容包括界定工業和信息
化領域數據和數據處理者概念，明確監管範圍和監管職責；

確定數據分類分級管理、重要數據識別與備案相關要求；針
對不同級別的數據，圍繞數據收集、存儲、加工、傳輸、提
供、公開、銷毀、出境、轉移、委託處理等環節，提出相應
安全管理和保護要求等七個方面，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管理辦法以數據分級保護為總體原則，要求一般數據加強全

生命周期安全管理，重要數據在一般數據保護的基礎上進行重
點保護，核心數據在重要數據保護的基礎上實施更加嚴格保
護。對於不同級別數據同時被處理且難以分別採取保護措施
的，採取「就高」原則，按照其中級別最高的要求實施保護。
管理辦法提出，工業和信息化領域數據處理者在中華人民

共和國境內收集和產生的重要數據和核心數據，法律、行政
法規有境內存儲要求的，應當在境內存儲，確需向境外提供
的，應當依法依規進行數據出境安全評估。

工信領域重要和核心數據出境須安全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內地

不少用戶遭遇手機等移動智能終端預置應
用軟件難以卸載的問題，工信部、國家互
聯網信息辦公室近日聯合印發《關於進一
步規範移動智能終端應用軟件預置行為的
通告》。通告指出，移動智能終端應用軟
件預置行為應遵循依法合規、用戶至上、
安全便捷、最小必要的原則，依據誰預
置、誰負責的要求，落實企業主體責任，
尊重並依法維護用戶知情權、選擇權，保
障用戶合法權益。生產企業應確保移動智
能終端中除基本功能軟件外的預置應用軟
件均可卸載，並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載方式
供用戶選擇。

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
通告明確預置App的定義，針對移動智能終
端預置App能否卸載作出具體細化規定，要
求生產企業提升終端產品安全性，避免在銷
售渠道被非法「刷機」、安裝App等。在現
有規定基礎上，按照最小必要原則，既充分
保障用戶能夠正常使用終端產品，又最大限
度壓縮不可卸載App的範圍，維護用戶知情
權和選擇權。
工信部將加強移動智能終端預置App管

理相關工作指導，組織生產企業將通告中
的各項要求及時落實到位，並同步修訂配
套的標準規範，完善 App 全鏈條監管體
系。

內地發文規範「手機預置App」權責

應對國際環境深刻變化的必然要求

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世界經濟
增長不平衡不確定性增大，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權主義對世
界和平與發展構成威脅。面對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必須堅定實
施擴大內需戰略，以自身的穩定發展有效應對外部風險挑戰。

更高效率促進經濟循環的關鍵支撐

構建新發展格局關鍵在於經濟循環的暢通無阻。促進國內大循
環更為順暢，必須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打通經濟循環堵
點，夯實國內基本盤；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也必須
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更好依託國內大市場，有效利用全球
要素和市場資源，更高效率實現內外市場聯通，促進發展更高
水平的國內大循環。

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循環內
生動力和可靠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作出重要部署”

“
共同富裕取得更明顯實質性進展

《綱要》表示，按照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戰略安排，展
望2035年，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遠景目標是：
消費和投資規模再上新台階，完整內需體系全面建立；
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基本實現，強大國內市
場建設取得更大成就，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以創新驅動、內
需拉動的國內大循環更加高效暢通；
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再邁上新的大台階，中等收
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
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
進展；
改革對內需發展的支撐作用大幅提升，高標準市場體系更加健全，
現代流通體系全面建成；
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持續增強，國內市場的國際影
響力大幅提升。
《綱要》指出，錨定2035年遠景目標，綜合考慮發展環境和發展
條件，「十四五」時期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主要目標是：促進消費投
資，內需規模實現新突破；完善分配格局，內需潛能不斷釋放；提升
供給質量，國內需求得到更好滿足；完善市場體系，激發內需取得明
顯成效；暢通經濟循環，內需發展效率持續提升。

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
《綱要》提出，要堅持問題導向，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針對中國
中長期擴大內需面臨的主要問題，特別是有效供給能力不足、分配差
距較大、流通體系現代化程度不高、消費體制機制不健全、投資結構
仍需優化等堵點難點，部署實施擴大內需戰略的重點任務。加快培育
完整內需體系，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支撐暢通國內經濟循環。
《綱要》還從全面促進消費、加快消費提質升級，優化投資結構、
拓展投資空間，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釋放內需潛能，提高供給質
量、帶動需求更好實現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積極穩妥推進大灣區建設
在「 推動城鄉區域協調發展、釋放內需潛能」部分，提出了優化
區域經濟布局的主要思路是「依託區域重大戰略打造內需新增長
極」。具體而言，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持續推動京
津冀協同發展。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和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
發，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積極穩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緊扣「一體化」和「高
質量」，提升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水平。協調上中下游共抓大保護，扎
實推進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支持經濟發展優勢區域增強
經濟和人口承載能力，提升創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促進
區域間融合互動、融通補充，培育新增長極，帶動全國經濟效率整體
提升。

引導民間資本參與新型基建
在「深化改革開放，增強內需發展動力」部分，《綱要》強調要用
足用好改革這個關鍵一招，實行更高水平開放，能夠為深挖國內需求
潛力、拓展擴大最終需求提供強大動力。要聚焦重點領域重點問題，
加強改革開放舉措的系統集成、協同高效，完善促進消費、擴大投資
的制度安排，為國內市場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和活力。其中提
到，加大對民間投資支持和引導力度。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
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促進公有制
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完善支持政策，發揮政府
資金引導帶動作用，引導民間資本參與新型基礎設施、新型城鎮化、
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和補短板領域建設。鼓勵民營企業增加研發投
入，推動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擴大戰略性新興產業投資，提高自主
創新能力，掌握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鼓勵和引導非國有資
本投資主體通過參股控股、資產收購等多種形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
重組。切實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培育和維護公平競爭的投資環
境。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服務、指導和規範管理。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

新社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近日

印發《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

（2022－2035年）》（以下簡稱

《綱要》）。全文約2萬字的《綱

要》指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

略、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加快構

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必

然選擇，是促進中國長遠發展和長

治久安的戰略決策。

內地新一輪擴大內需戰略
的綱領性文件昨晚重磅出
爐，這份約 2 萬字的頂層設
計文件，旨在為解決中國經
濟穩增長的當務之急以及投

資消費轉型升級長遠之憂，提振信心和指明
方向。

二十大報告和「十四五」規劃中都提到要實
施擴大內需戰略，這也是中國經濟應對外部衝
擊、穩定經濟運行的經驗法寶。在 1998 年和
2008年，當時均面臨外需下行，政策啟動內需
對沖。而當前中國經濟也面臨外需大幅下行，
出口連續兩個月同比下降，房地產市場低迷，
主要基建投資支撐增長，必須盡快啟動擴大內
需戰略。

而與此前兩輪擴大內需有所不同的是，當前全
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區域布局正在深刻調整，能源
資源等供應穩定性下降，全球經濟原有供需循環
受到干擾甚至被阻斷，中國面臨一些國家試圖通
過脫鈎斷鏈等方式施壓，阻礙經濟轉型升級。與
此同時，中國也面臨人口老齡化加速，勞動力、
土地等傳統優勢弱化，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等問
題。在此背景下，中國提出要加快構建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
格局。在此背景下啟動的這一輪擴大內需戰略亦
有着更為深遠的戰略意義。

1998年擴大內需戰略的抓手是基建，2008年
在基建的基礎上加大促進房地產投資和消費，
而此輪擴大內需，擴基建投資、製造業投資以
及穩定房地產市場仍是關鍵抓手。與以往不同

的是，如今要將更多資金、資源，投向對外依
賴度高，可能會出現斷供斷鏈的領域，加快補
短板；投向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滿足的領域，
比如優質品牌商品，育幼養老、健康文化等高
品質生活性服務業，綠色生態產品等；以及投
向適應新一輪產業和科技革命大趨勢的新產
業、新技術、新產品等。

擴大消費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內容，此次文件
提到要持續強化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不過從統
計數據看，內地消費所貢獻的經濟增速仍有待
提高，目前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還比
較重。特別是居民消費信心和可支配收入增長
在疫後如何提振和恢復，是急切解決的問題，
期待後續出台更多切實可行的改革措施推動消
費復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冀出台更多切實改革措施促消費復甦
�
�	

◆12月9日，民眾在江蘇南京太平農貿市場劉姐菜籃子店內選購豬肉。 中通社

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四方面意義
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嚮往的現實需要

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
盾，必須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固根基、揚優勢、補短板、強弱
項，通過增加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供給，滿足人民群眾需要，促進人的
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推動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實現良性循環。

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主動選擇

大國經濟具有內需為主導的顯著特徵。內需市場是經濟發展的主要依
託。我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持續快速發展，逐步在市場需
求、產業體系、人力資源、軟硬基礎設施等方面形成了超大規模市場
優勢，為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奠定了基礎。進一步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
勢，必須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擴大居民消費和有效投資，增強經
濟發展韌性，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來源：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