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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公司纵横

国家数据局:大力推动数据开发开放

●本报记者 连润 欧阳剑环

国家数据局局长刘烈宏8月28日在

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

表示，围绕产业链协同，大力推动数据开发

开放，构建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链上

下游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

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当日

在贵州省贵阳市开幕。刘烈宏说，当前，数据

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经深刻融入经济社会

各领域，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

经济，离不开强有力的数据产业支撑。 国家

数据局正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数据产业

发展政策，目的就是要抓住数据产业成长的

战略机遇，培育数据企业，塑造产业生态，将

我国规模市场优势、海量数据优势转化为产

业优势，提高我国数据产业竞争力。

具体而言，刘烈宏介绍，主要政策考虑

包括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多元经营主体、强化

政策保障三方面。

在优化产业布局方面， 顺应数据产业发

展方向和趋势，加强产业规划布局，优化产业

结构。立足比较优势，引导各地在资源汇聚、技

术创新、应用牵引、算力支撑等方向，打造一批

协同互补、特色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据

产业集聚区。

在培育多元经营主体方面，他表示，数

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对数据合规高效

流通利用提出更高要求，数据经纪、数据托

管、数据交易等新的服务业态快速兴起，数

据安全可信流通、 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市场也呈现增长态势，数据服务企业、数据

安全企业、 数据基础设施企业正在迎来新

的发展机遇。国家数据局将加强引导，支持

不同类型的数据企业公平竞争、加快发展。

在强化政策保障方面，他表示，瞄准科

技发展方向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数据

领域技术攻关。用好政策、投资等手段，支持

数据产业发展。

多部门联手立体化追责 净化股市生态

进一步提升证券市场违法成本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公安部经侦局8月28日发布“严打操纵犯

罪净化股市生态典型案例（三）” ，披露了辽

宁朝阳管某伟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和辽宁抚

顺郑某胜等人操纵证券市场案两起案件。 据

悉，这两起案件系公安机关会同证监稽查部门

联合情报导侦的典型，双方充分发挥各自专业

优势，强化行刑衔接，提升工作合力，有效精准

地收集各类证据，提高了研判和侦办效率。

今年以来，多部门联手加大行政、刑事、民

事立体化追责力度，助力提高违法成本，净化

股市生态。 专家建议，持续完善立体化追责体

系，不断提升执法效能，特别是强化对财务造

假、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为后续

民事赔偿、刑事追责提供良好基础。

操纵行为“情节严重”

在上述两起案件中，涉案人员非法获利均

过亿元。 公安部经侦局对“连续交易” 操纵行

为的性质认定等进行了法律分析。

在“连续交易” 操纵行为的性质认定方

面，在上述两起案件中，犯罪团伙均在一定期

间内利用自身资金、持股优势，连续集中买卖

目标股票，其行为可大致分为“逐步建仓、维

持股价”“持续加仓、 拉升股价”“密集申报、

完成出货” 等几个阶段，具备影响或者意图影

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情形，符合

“连续交易” 操纵行为特征。

在“连续交易” 操纵“情节严重” 的法律

规定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上述两起

案件中，涉案账户组在操纵期间的股票持仓量

和交易量均已构成“情节严重”情形。

在共同犯罪的认定方面， 上述案件中，办

案单位调取了多维度涉案信息并进行综合分

析， 还原刻画出团伙组织架构及成员角色分

工，锁定了多个操纵团伙合谋勾结实施共同犯

罪的关键证据。

立体化追责闭环持续完善

从实践看，今年以来证监会积极会同司法机

关从刑事追责、民事纠纷化解等方面持续发力，

着力提升违法成本。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证

监会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

件86件。 同时，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双向

衔接” ，积极推动完善民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从政策看，行政、民事、刑事立体化追责闭

环持续完善。 最高检8月印发的《关于办理财

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提出，财务

造假犯罪危害严重，应当坚持刑事、行政、民事

立体化追责。

6月公布的《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裁量基

本规则（征求意见稿）》提出，对违法行为涉

嫌犯罪的， 应当依照规定及时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行为同时构成民事

侵权的，依法配合做好民事责任追究。证监会5

月会同多部门发布的 《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

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强化对财

务造假等证券期货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明

确严格控制缓刑适用、加大财产刑适用和执行

力度，完善全链条打击、全方位追责体系。

深圳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吕成龙表示，立体

化追责闭环持续完善，打击违法者不单是行政

处罚，还包括民事索赔、刑事惩戒等追责链条。

自律管理、行政监管、行政处罚、刑事追责和民

事索赔等“几家抬” 合力下，将进一步提升证

券市场违法成本，净化资本市场生态。

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

这是

8

月

28

日拍摄的

2024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展馆外景。 当日，

2024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阳市拉开帷幕，本届数博

会以“数智共生：开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未来”为主题，将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国内外数据产业最新发展动态、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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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范围提标准

北京支持“两新”政策加码

研发创新不停歇

深圳批量涌现制造业单项冠军

专家建议

有效防范风险 全面筑牢数字安全屏障

●本报记者 连润 欧阳剑环

多位专家在2024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

博览会上表示，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

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 要持续促进实体

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数字安全已成

为影响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最关键、 最紧迫

的问题，建议全面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切实

有效防范各类风险。

数字经济作用凸显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数博会上发布

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显示，2023年， 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

达到42.8%，较上年提升1.3个百分点，数字

经济同比名义增长7.39%， 高于同期GDP

名义增速2.76个百分点， 数字经济增长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6.45%，数字经济有

效支撑经济稳增长。 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

民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博勇说， 我国

数字经济规模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发展， 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升， 实体经济

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具有坚实基础和

广阔空间。

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贵州正在行动。贵州省委书记徐麟表示，贵

州将持续强化数智技术赋能机制， 围绕产

业发展、城市治理等领域强化数智赋能。加

快推动工业数智化转型，聚焦煤矿、化工、

钢铁、新材料等重点行业，建立健全支持重

点企业引领带动全行业深度转型机制，打

造一批融合标杆示范。

在秦博勇看来， 持续促进实体经济和

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下

转A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