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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网络零售市场稳步增长

去年， 我国网络零售市场总体稳步

增长， 部分商品品类销售实现两位数增

长，农产品网络零售增势较好，跨境电商

发展迅速，电商新业态新模式彰显活力。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 年， 全国网上零

售额 13.79万亿元，同比增长 4%。 其中，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11.96 万亿元，同

比增长 6.2%，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为 27.2%。 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商

平台监测显示，2022 年，在 18 类监测商

品中，8 类商品销售额增速超过两位数。

其中， 金银珠宝、 烟酒同比分别增长

27.3%和 19.1%。东北和中部地区网络零

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3.2%和 8.7%，比全

国增速分别高出 9.2 个和 4.7 个百分点。

东部和西部地区网络零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 3.8%和 3%。 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

2.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3.6%。

203703

亿元

2022 年度财政收支账单出炉

1 月 30 日， 财政部召开 2022 年度

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了 2022

年度财政收支情况。 数据显示，2022年，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370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0.6%，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

长 9.1%。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4885亿元，比上年增长 3.8%，扣除留抵

退税因素后增长 13.1%； 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本级收入 108818 亿元，比上年下降

2.1%，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5.9%。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60609 亿元，比

上年增长 6.1%。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支出 35570 亿元， 比上年增长

3.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25039 亿

元，比上年增长 6.4%。 财政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2022 年，各级财政部门扎实

推进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落地

见效，推动经济总体回稳向好。 ”

到 2025 年，数据

安全产业基础能力和

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数据安全产业规模超

过 1500 亿元，年复合

增长率超过 30%。 到

2035 年， 数据安全产

业进入繁荣成熟期。

产业政策体系进一步

健全， 数据安全关键

核心技术、 重点产品

发展水平和专业服务

能力跻身世界先进行

列。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

●壮大数据安全服务

●推进标准体系建设

●推广技术产品应用

●构建繁荣产业生态

●强化人才供给保障

●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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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补齐发展短板

到 2025 年数据安全产业将超 1500 亿元

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

教育部等 16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促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强核

心技术攻关，加快补齐发展短板，

促进各领域深度应用， 发展数据

安全服务，构建繁荣产业生态，推

动数据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全

面加强数据安全产业体系和能

力，夯实数据安全治理基础，促进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健

康快速发展。

专家表示， 意见从顶层政策

层面为我国数据安全产业的发展

提供指导和推动力。 未来，数据安

全产业将在创新能力提升、 标准

体系建设、技术产品推广应用、产

业生态构建等方面取得明显进

展，规模将持续高速增长。 同时，

意见将引导大型企业向龙头骨干

发展， 引导中小微企业走专精特

新道路，推动产业全面发展。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数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

要素和核心引擎， 数据安全已成

为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 发展数据安全产业对于

提高各行业各领域数据安全保障

能力， 加速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和

价值释放， 夯实数字中国建设和

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有着重要意

义。 近年来，我高度重视数据安全

工作，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

法相继颁布实施， 国家数据安全

工作协调机制正式建立， 数据安

全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发展数

据安全产业既是数字经济社会发

展趋势使然， 也是新时代使命使

然。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数据

安全产业基础能力和综合实力明

显增强。 产业生态和创新体系初

步建立， 标准供给结构和覆盖范

围显著优化， 产品和服务供给能

力大幅提升， 重点行业领域应用

水平持续深化， 人才培养体系基

本形成。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数据

安全产业规模超过 1500 亿元，年

复合增长率超过 30%。 核心技术

创新突破， 建成 5 个省部级及以

上数据安全重点实验室， 攻关一

批数据安全重点技术和产品。 应

用推广成效显著， 打造 8 个以上

重点行业领域典型应用示范场

景， 推广一批优秀解决方案和试

点示范案例。 产业生态完备有序，

建成 3 至 5 个国家数据安全产业

园、10 个创新应用先进示范区，培

育若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骨

干企业、 单项冠军企业和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到 2035 年，数据安全产业进

入繁荣成熟期。 产业政策体系进

一步健全， 数据安全关键核心技

术、 重点产品发展水平和专业服

务能力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各领

域数据安全应用意识和应用能力

显著提高， 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领军企业， 产业人才规

模与质量实现双提升， 对数字中

国建设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作

用大幅提升。

提出七项重点任务

意见从两个层面明确促进数

据安全产业发展的七项重点任

务， 一个层面是围绕产业本身要

做什么， 明确了提升产业创新能

力、壮大数据安全服务、推进标准

体系建设和推广技术产品应用四

项重点任务； 另一个层面围绕以

什么为抓手， 明确了构建产业繁

荣生态、 强化人才供给保障和深

化国际合作交流三项重点任务。

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方面，

明确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构建数

据安全产品体系， 发展面向重点

行业领域特色需求的精细化、专

业型数据安全产品， 开发适合中

小企业的解决方案和工具包。 同

时，布局新兴领域融合创新，加强

第五代和第六代移动通信、 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领域的

数据安全需求分析， 推动专用数

据安全技术产品创新研发、 融合

应用。

意见提出，要提升关键环节、

重点领域应用水平， 加强应用试

点和示范推广。 深度分析工业、电

信、交通、金融、卫生健康、知识产

权等领域数据安全需求， 梳理典

型应用场景， 分类制定数据安全

技术产品应用指南， 促进数据处

理各环节深度应用。 推动先进适

用数据安全技术产品在电子商

务、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线上办

公、直播新媒体等新型应用场景，

以及国家数据中心集群、 国家算

力枢纽节点等重大数据基础设施

中的应用。 同时，开展重点区域和

行业数据安全应用示范， 打造数

据安全创新应用先进示范区，集

中示范应用并推广数据安全技术

产品和解决方案。

立足数据安全政策基础、产

业基础、发展基础等因素，布局建

设国家数据安全产业园， 推动企

业、技术、资本、人才等加快向园

区集中，逐步建立多点布局、以点

带面、辐射全国的发展格局。 实施

数据安全优质企业培育工程，建

立多层次、分阶段、递进式企业培

育体系， 发展一批具有生态引领

力的龙头骨干企业， 培育一批掌

握核心技术、 具有特色优势的数

据安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一批技

术、 产品全球领先的单项冠军企

业。 发挥龙头骨干企业引领支撑

作用，带动中小微企业补齐短板、

壮大规模、 创新模式， 形成创新

链、产业链优势互补，资金链、人

才链资源共享的合作共赢关系。

保障发展目标落地

为切实推动数字安全产业健

康发展，意见提出加强组织协调、

加大政策支撑和优化产业发展环

境三方面保障措施。 其中，在加大

政策支撑方面，将研究利用财政、

金融、 土地等政策工具支持数据

安全技术攻关、创新应用、标准研

制和园区建设。 支持符合条件的

数据安全企业享受软件和集成电

路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等优惠政

策。 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

本投向数据安全领域， 支持数据

安全保险服务发展。 支持数据安

全企业参与“科技产业金融一体

化”专项，通过国家产融合作平台

获得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

产业要发展，人才是关键。 数

据安全人才培养如何有效落地？

意见以国家发展需要和社会需求

为导向， 统筹协调多方主体共同

参与，全面化、系统化构建数据安

全人才培养体系， 持续培育和壮

大数据安全专业人才队伍。 基础

教育方面， 推动普通高等院校和

职业院校加强数据安全相关学科

专业建设，强化课程体系、师资队

伍和实习实训等。 职业教育方面，

制定颁布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

国家职业标准、 实施数字技术工

程师培育项目，并鼓励科研机构、

普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优质企

业和培训机构产教融合、 协同育

人。 人才选拔、培养和激励机制方

面，开展职业资格评价、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 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等

工作， 推广优质数据安全培训项

目，打通人才供给通道。 人才引进

方面， 鼓励企业择优引进海外优

质人才与创新团队， 扩充数据安

全人才力量。

意见要求， 要充分发挥国家

数据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将

发展数据安全产业作为提高数据

安全保障能力的基础性任务，央

地协同打造数据安全产业链创新

链。 各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

发展合力，确保任务落实。 各地有

关部门要强化资源要素配置，推

动产业发展重大政策、 重点工程

落地。 （文言）

数据安全是数据

经济产业的基石。 专

家表示， 随着东数西

算工程的推进， 数据

流通环节和数据量将

会显著增加， 将大幅

带动数据安全的相关

需求。 图为重庆市荣

昌区的国家级生猪大

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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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排查整治入河入海排污口

日前，生态环境部办公厅、水利部办

公厅联合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

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指导各地贯

彻落实实施意见，全面推进排污口排查、

监测、溯源、整治及监督管理各项任务。

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

人表示：“入河入海排污口是流域、 海域

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节点。 加强和规范

排污口监督管理对改善水生态环境质

量，保护和建设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具有

重要作用。 ”通知要求，2023 年底前，完

成流域干流及重要支流（水体）、重点湖

泊、重点海湾排污口排查，完成 80%溯

源和 30%整治任务；2024 年底前， 基本

完成上述排污口溯源，完成 70%整治任

务；2025 年底前， 全面完成实施意见要

求的各项目标任务。

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