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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公布
“政府大数据”工程建设时间表

民生数据2020年向社会开放
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日前对外公布。《纲要》提出未来 5至 10年我国大数据发展

和应用应实现的目标，包括2017年底前形成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共用格局；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

提出政府治理大数据工程等
十大工程

据记者了解，《纲要》是我国发
布的首个大数据国家行动计划，旨
在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发展和应
用，加快建设数据强国。该计划提
出从政府大数据、大数据产业、大
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三个方面着手
推进大数据领域的十大工程。

其中，包括推进政府数据资源
共享开放工程、国家大数据资源统
筹发展工程、政府治理大数据工
程、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等4大“政
府大数据”工程；工业和新兴产业
大数据工程、现代农业大数据工
程、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大数据
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工
程、大数据产业支撑能力提升工程
等 5大“大数据产业”工程；以及网
络和大数据安全保障工程。

2020年民生保障领域的
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

与十八大以来发布的诸多国
务院文件一样，《纲要》明确了行动
计划中的部分任务的完成时间：
2017年底前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
共用格局基本形成；到 2018年，开
展政府和社会合作开发利用大数
据试点，中央层面构建形成统一的
互联网政务数据服务平台，跨部门
共享校核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自然资源和
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等国家基础
信息资源体系基本建成，2018年底
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
台等。

到2020年，形成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大数据处理、分析、可视
化软件和硬件支撑平台等产品。

培育 10家国际领先的大数据
核心龙头企业，500家大数据应用、
服务和产品制造企业。实现关键
部门的关键设备安全可靠。

2020年底前，逐步实现信用、
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
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
环境、安监、金融、质量、统计、气
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民生保
障服务相关领域的政府数据集向
社会开放。

建立国家大数据
发展应用统筹协调机制

《纲要》提出建立国家大数据
发展和应用统筹协调机制，推动形
成职责明晰、协同推进的工作格
局，强化国家数据资源统筹管理。

同时设立大数据专家咨询委
员会，为大数据发展应用及相关工
程实施提供决策咨询。

《纲要》还表示，要修订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制定政府信息资源管
理办法，建立政府部门数据资源统
筹管理和共享复用制度；同时研究
推动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
推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基
础信息网络和关键行业领域重要
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

另外，《纲要》明确要加快建立
大数据市场交易标准体系，同时强
化中央财政资金引导，集中力量支
持大数据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产业
链构建、重大应用示范和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等。

■延伸

十项大数据工程如何“数据强国”？

推动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制定政府
数据资源共享管理办法。

形成政府数据统一共享交换平台。
到 2018年，中央政府层面实现金税、金
关、金财、金审、金盾、金宏、金保、金土、
金农、金水、金质等信息系统通过统一平

台进行数据共享和交换。
形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

建立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公共机构数
据资源清单，制定实施政府数据开放共
享标准，制定数据开放计划。

1.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

2.国家大数据资源统筹发展工程

整合各类政府信息平台和信息系
统。在地市级以上（含地市级）政府集中
构建统一的互联网政务数据服务平台和
信息惠民服务平台。

整合分散的数据中心资源。构建形
成布局合理、规模适度、保障有力、绿色
集约的政务数据中心体系。开展区域试
点。

加快完善国家基础信息资源体系。
到2018年，跨部门共享校核的国家人口
基础信息库、法人单位信息资源库、自然
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等国家基础
信息资源体系基本建成。

加强互联网信息采集利用。制定完
善互联网信息保存相关法律法规，构建
互联网信息保存和信息服务体系。

3.政府治理大数据工程

推动宏观调控决策支持、风险预警
和执行监督大数据应用。探索建立国家
宏观调控决策支持、风险预警和执行监
督大数据应用体系。

推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和信用信息
系统建设。鼓励互联网企业运用大数据
技术建立市场化的第三方信用信息共享

平台，建设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初步
建成社会信用体系。

建设社会治理大数据应用体系。实
时采集并汇总分析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
位的市场监管、检验检测、违法失信、企
业生产经营、销售物流、投诉举报、消费
维权等数据。

4.公共服务大数据工程

医疗健康服务大数据。建设覆盖公
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
计划生育和综合管理业务的医疗健康管
理和服务大数据应用体系。

社会保障服务大数据。建设由城市
延伸到农村的统一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大数据平台。

教育文化大数据。建立各阶段适龄
入学人口基础数据库、学生基础数据库
和终身电子学籍档案。

交通旅游服务大数据。建立综合交
通服务大数据平台。建立旅游投诉及评
价全媒体交互中心。

5.工业和新兴产业大数据工程

工业大数据应用。研究推动大数据
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
营销、售后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的应用。

服务业大数据应用。研发面向服务
业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培育数据应用新业态。大力培育互

联网金融、数据服务、数据处理分析、数
据影视、数据探矿、数据化学、数据材料、
数据制药等新业态。

电子商务大数据应用。电子商务企
业应依法向政府部门报送数据。

6.现代农业大数据工程

农业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建设农产
品全球生产、消费、库存、进出口、价格、
成本等数据调查分析系统工程，构建面
向农业农村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农业资源要素数据共享。建立我国
农业耕地、草原、林地、水利设施、水资
源、农业设施设备、新型经营主体、农业

劳动力、金融资本等资源要素数据监测
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服务。建立农
产品生产的生态环境、生产资料、生产过
程、市场流通、加工储藏、检验检测等数
据共享机制。

7.万众创新大数据工程

大数据创新应用。鼓励企业和公众
发掘利用开放数据资源。

大数据创新服务。研发一批大数据
公共服务产品。

发展科学大数据。构建科学大数据

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发展科学大数据应
用服务中心。

知识服务大数据应用。建立国家知
识服务平台与知识资源服务中心。

8.大数据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工程
加强大数据基础研究。探讨建立数

据科学的学科体系；研究面向大数据计
算的新体系和大数据分析理论，探索建
立数据科学驱动行业应用的模型。

大数据技术产品研发。加强数据存

储、整理、分析处理、可视化、信息安全与
隐私保护等领域技术产品的研发。

提升大数据技术服务能力。以应用
带动大数据技术和产品研发，形成面向
各行业的成熟的大数据解决方案。

9.大数据产业支撑能力提升工程

培育骨干企业。到2020年，培育10
家国际领先的大数据核心龙头企业，500
家大数据应用、服务和产品制造企业。

大数据产业公共服务。形成面向大

数据相关领域的公共服务平台。
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大数据。形成

全国统一的中小微企业公共服务大数据
平台。

10.网络和大数据安全保障工程
网络和大数据安全支撑体系建设。

到2020年，实现关键部门的关键设备安
全可靠。完善网络安全保密防护体系。

大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建设完
善金融、能源、交通、电信、统计、广电、公
共安全、公共事业等重要数据资源和信

息系统的安全保密防护体系。
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和重大风险识别

大数据支撑体系建设。建立网络安全信
息共享机制，推动政府、行业、企业间的
网络风险信息共享。

西藏白皮书发表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贫困人口减少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6
日发表《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在西藏的成功实践》白
皮书。

白皮书指出，西藏自
治区成立50年来，城乡居
民收入快速增长，居住条
件得到改善，贫困人口大
幅减少。

白皮书指出，2014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 22016 元，比 1978
年的 565元增长 38倍，年
均增长 10.7%；农牧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7359元，年
均增长10.9%。1982年第
三次人口普查时城镇人
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仅为
9.48% ，1990 年 提 高 到
11.52% ， 2000 年 为
19.43% ，2010 年 达 到
22.67%，城镇化水平不断
提升。

白皮书说，为改善城
乡居民居住条件，西藏从
2006 年起在全国率先提
出全区实施农牧民安居
工程，到 2013 年，全区累
计投资 278 亿元，完成
46.03 万户的农牧民安居
工程建设，使 230 万农牧
民群众住上了安全适用
的房屋，农牧民人均居住
面积达到 30.4平方米，生
活条件得到历史性改
善。积极实施拉萨供暖
工程，自 2012 年开工以
来，建成燃气主干管网 63
公里、燃气次干管网 256
公里、庭院管网1200余公
里，已完成居民小区及单
位供暖项目建设 768 个、

10.7 万户、2136 万平方
米，拉萨城区基本实现供
暖全覆盖，彻底结束了祖
祖辈辈靠烧牛粪取暖的
历史。

同时，大力实施水、
电、路、气、通讯、邮政、广
播电视、优美环境“八到
农家”工程，基本解决农
牧民的安全饮水问题。
实现了村村通电话、村村
通广播电视、乡乡通宽
带，完成4500个行政村人
居环境建设，近24万户农
牧民用上了清洁的沼气
能源，农牧区碘盐覆盖率
达到95%以上。

白皮书说，2003年以
来，农牧民收入连续12年
保持两位数增长。生活
在每人每年 2300元（2010
年不变价）的国家农村扶
贫标准下的全区农村贫
困人口由 2010 年的 117
万人减少到 2014 年底的
61万人，累计减少贫困人
口 56 万人。贫困人口占
全区农牧民人口比例，由
2010 年的 49.2%下降至
2014 年的 23.7% 。 2006
年以来，直接、间接落实
强农惠农补贴资金累计
达到 706.36亿元，落实粮
食直补资金 1.89亿元，落
实农资综合补贴 3.58 亿
元，落实家电、家具下乡
补贴资金 3.4亿元。这些
补贴政策提高了农牧民
群众收入，提高了农牧民
的购买能力，提升了农牧
民的生活品质。

天津港爆炸事故
伤员个人垫付
救治费用可报销

记者6日从天津滨海
新区政府获悉，在天津港

“8·12”特别重大火灾爆
炸事故中受伤人员个人
垫付的应急治疗费用已
经可以报销。伤员可前
往相关受理点办理手续，
报销治疗费用。

据悉，报销需携带伤
员本人身份证、费用正式
票据、医院诊断病历。无
病历的现场填写一份说

明即可。租户需提供租
房协议。费用的支付方
式为银行转账支付，办理
者在登记表中填写本人
开户的银行及卡号，款项
将于受理日起1个月内汇
入账户中。

截至 9 月 5 日下午，
此次爆炸事故仍有住院
治疗人数 268 人，其中危
重症 4人，重症 9人，已累
计出院530人。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