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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3日对外公布《政务数

据共享条例》，对政务数据的目录

管理、共享使用、平台支撑等工作

进行部署。条例将如何推进政务

数据安全高效共享利用，进一步提

升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和政务服

务效能？

“规范、高效的政务数据共

享，是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助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和

重要引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教授孟庆国说，条例作为第一部

促进政务数据共享流通的行政法

规，标志着我国政务数据管理迈入

法治化新阶段。

“长期以来，一些政务数据资

源存在底数不清、重复采集、来源

不一等问题，难以充分发挥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

长赵鹏表示，条例首次从国家层面

以系统性法规形式明确了政务数

据共享的体制、路径、规则、保障措

施、法律责任等，为提升政府整体

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提供了

制度保障。

条例将如何助力破解政务数

据共享工作实践中统筹管理机制

不完善、供需对接不顺畅、共享应

用不充分等痛点难点？

赵鹏表示，条例规定整合构

建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要

求政府部门已建设的政务数据平

台纳入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

系，政府部门通过政务大数据体系

共享政务数据，推动形成政务数据

共享“全国一盘棋”格局。

“条例详细规定了数据目录

管理、数据共享使用全过程各环节

的具体要求，特别是对涉及多部门

收集的政务数据，明确数源部门牵

头收集的职责，要求政府部门不重

复收集可以通过共享获取的政务

数据。这些要求有效弥合了以往

政务数据共享工作中的‘模糊地

带’，为数据共享提供了更加细致、

明确的规则。”孟庆国说。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数据

孤岛”现象，条例明确“不得通过擅

自增设条件等方式阻碍、影响政务

数据共享”，对不予共享类政务数

据，应当“明确相应的法律、行政法

规以及国务院决定依据”，并要求

政务数据共享主管部门建立健全

政务数据共享争议解决处理机制。

如何确保共享的政务数据安

全，既促进政务数据共享，又提高

数据安全防护能力？

条例明确规定，“按照谁管理

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明

确政务数据共享各环节安全责任

主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

措施，防止政务数据被篡改、破坏、

泄露或者非法获取、非法利用”等。

“条例坚持促进发展和依法

管理相统一、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

并重，明确了政务数据提供、使用、

管理等各环节主体的安全管理义

务和责任，为筑牢数字政府建设安

全防线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说。

专家认为，政务数据安全高

效共享利用，将有效助力提升政府

服务效能，进一步增强企业和群众

的获得感。

“条例的出台将有力推动多

部门各层级之间协同共振，形成

‘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合力。”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说。

江小涓表示，通过政务数据

的归集共享与分析，可精准匹配符

合政策条件的企业和群众，实现政

策“免申即享”“精准直达”，将显

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更加

高效、透明、便捷的营商环境。

为基层减负和赋能水平也将

进一步提升。

浙江省数据局局长金志鹏表

示，条例明确规定上级政府部门应

当根据下级部门的履职需求，及

时、完整回流相关政

务数据，引导分散在垂直

系统的政务数据向基层沉

淀，将有力推动“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向基层延伸，进一步

强化数据直达基层。

“过去很多数据由上级部门

集中统一管理，导致基层无法充分

利用，存在不少重复填报数据的现

象。”江小涓说，条例对加强这类数

据的共享回流提出明确要求，不仅

将有效助力基层减负增效，也将进

一步提升数据质量，更好发挥政务

数据的效能。

如何抓好条例的贯彻落实？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旭涛认

为，要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从企业

和群众办事需求出发，有序推进相

关业务系统与地方数据平台数据

双向共享，形成“以用促享、以享提

质”的良性循环。

“实践中还应强化数据安全

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管控非必要

采集数据行为，依法依规打击数据

超范围使用、隐私泄露等数据滥用

行为，确保数据善用。”刘旭涛说。

去年以来，国家数据局累计

发布了 70 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

范场景，助力产业发展、社会治理、

民生改善。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推

进条例落地落实，加快公共数据资

源开发利用，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政务数据共享条例》来了！将带来哪些变化？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潘洁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经济参

考报》6 月 4 日刊发记者梁倩采写的

文章《需求持续恢复 前四月全国社

会物流总额增长 5.6％》。文章称，中

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6月 3日数据显

示，4 月我国物流运行顶住外部冲击

压力，展现出较强韧性与发展潜力，

整体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国

内产业物流和消费物流市场持续发

挥基础支撑作用，供应链上下游资源

整合趋势显著增强。

具体来看，1至 4月，物流需求延

续恢复态势，需求总量持续扩张。全

国社会物流总额达 115.3 万亿元，同

比增长 5.6％，增速较一季度回落 0.1
个百分点。

从结构来看，生产和消费需求有

效支撑国内物流需求韧性。4 月，工

业品物流总额增速平稳，多数行业和

产品物流需求保持增长，41个大类行

业增长面达 87.8％。装备制造业物流

表现亮眼，占工业近四成的装备制造

物流增速达 9.8％，其中铁路船舶航

空航天、电气机械、电子等领域增

速超 10％。智能化、数字化驱

动传统制造供应链向价值链中高端转

型，新动能支撑作用凸显，4月高技术

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 10.0％，持

续高于工业品物流总额增速。

消费物流方面，线上线下协同增

长。4 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扩内需

政策效应显著，叠加短视频、直播带

货、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助力，居民消

费物流需求稳步增长。智能家居、通

讯器材、建筑装潢等以旧换新相关品

类商品零售额拉动消费增长 1.4 个百

分点，带动物流需求同步释放。线上

消费活力强劲，1 至 4 月份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增长 5.8％，较一季度提

升 0.1 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比重达 24.3％，环比提高 0.3个百

分点。 4 月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1点，较上月回升 1.1点。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物流潜力仍

在持续释放。以刚刚过去的端午假

期为例，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

端午节假期（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

全国邮政快递业共揽收快递包裹

15.11 亿件，同比增长 19.4％，折射出

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两重”

建设深入推进，物流基础设施投资稳

步增长。交通运输部谋划 20个重大工

程包和 45个单体重大项目，涵盖国家

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提质、长江经济

带交通网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

领域。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联

通提质工程进展顺利，“6 轴 7 廊 8 通

道”主骨架网络建成率已达 90％。上

海港洋山港区小洋山北集装箱码头、宁

波舟山港等项目加快建设，国际航运枢

纽功能持续增强；平陆运河、长江荆江

河段航道整治等工程稳步推进，干支航

道网络不断优化。

数据显示，1至 4月，物流相关基

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3.9％，“两新”政

策效应持续显现，设备购置投资引领作

用突出，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

分别增长 26.9％和 13.9％。1至 4月物

流景气指数中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

数均值为 51.6％，较去年同期提高 1.9
个百分点；4月份当月该指数达53.6％，

环比回升1.2个百分点，为近三年新高。

1至 4月，物流业总收入为 4.4万
亿元，同比增长 4.7％。4月，物流服务

价格整体稳定且

有所改善。海运市场

方面，4月沿海（散货）综合

运价指数平均值为 1052.13点，

环比上涨 0.1％。公路运输领域，4月
中国公路物流运价指数为 105点，环比

回升0.23％。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副总经济师

胡焓指出，今年物流企业加速向价值

创造方向转型，通过优化订单结构、

提升服务附加值，推动营收与利润双

改善。这一转型既体现行业应对外

部环境波动的能力提升，也为高质量

发展奠定基础。

对于后期走势，胡焓表示，随着

“扩内需、促消费”等稳增长政策持续

落地，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

伐加快，物流服务需在供应链协同效

率、专业化服务能力等方面同步升

级。特别是在先进制造供应链深度

嵌入、即时消费物流网络优化、绿色

低碳技术应用等领域，行业仍有显著

提升空间。

前四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增长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