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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网信办：2025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记者 27 日从中央网信办
获悉，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近日印发《“十四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对我国
“十四五”时期信息化发展作
出部署安排。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
决定性进展，信息化发展水平
大幅跃升。
　　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

表示，按照中央网信委工作安
排，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
革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了
《“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规划系统谋划了“十四五”时
期数字中国建设的时间表、路
线图、任务书，是“十四五”
国家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指导各地区、各部门信
息化工作的行动指南。

　　对“十四五”时期信息
化发展目标，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
决定性进展，信息化发展水平
大幅跃升。数字基础设施体系
更加完备，数字技术创新体系
基本形成，数字经济发展质量
效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数字
社会建设稳步推进，数字政府
建设水平全面提升，数字民生

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数字化发
展环境日臻完善。
　　此外，规划还部署了建设
泛在智联的数字基础设施体
系、建立高效利用的数据要素
资源体系、构建释放数字生产
力的创新发展体系、培育先进
安全的数字产业体系、构建产
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体系、构筑
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治理

体系、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
府服务体系、构建普惠便捷的
数字民生保障体系、拓展互利
共赢的数字领域国际合作体
系、建立健全规范有序的数字
化发展治理体系等 10 项重大
任务。

中国完成对科技进步法的修订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 24 日完成了对
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订，通过
健全科技创新保障措施，完善
国家创新体系，破除自主创新
障碍因素等，为促进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法治保
障。
　　科技进步法 1993 年颁布
施行，曾于2007年进行修订。
作为我国科技领域具有基本法

性质的法律，科技进步法对促
进科技事业长足进步、推动科
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发挥了
重要作用。
　　“在新发展阶段，科技事
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和要求，
对科技进步法进行修订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全国人大常
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
主任郭林茂说，修订后的科技
进步法充分体现我国科技领域

改革发展经验成果，全面反映
促进科技创新的实践需求。
　　为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
革，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规定，
国家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开发机
构等新型创新主体，完善投入
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
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
活化的发展模式。
　　为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修
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国家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合
理确定基础研究财政投入，加
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国家引
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
励社会力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
究；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可
以设立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
础研究。
　　针对科研人员事务性负担
较重问题，修订后的科技进步
法规定，完善科学技术人员管

理制度，增强服务意识和保障
能力，简化管理流程，避免重
复性检查和评估，减轻科学技
术人员项目申报等方面的负
担，保障科学技术人员科研时
间。
　　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还在
提升对科技人员激励水平，解
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强化
区域科技创新，完善相关法律
责任等方面作出了规定。

中国初步建成覆盖 5700多万低收入人口的监测信息平台
　　中国初步建成覆盖 5700
多万低收入人口的动态监测信
息平台，并加强常态化救助帮
扶。截至2021年第三季度末，
全国共有 240.2 万脱贫不稳定
人口、边缘易致贫人口和突发
严重困难户纳入低保和特困救
助供养范围，占三类重点人群
总数的 46%。
　　中国民政部 28 日召开的
全国民政工作视频会议透露了

上述信息。会议指出，2021
年中国各项民政工作取得新成
绩，顺利实现“十四五”民政
工作良好开局，巩固拓展了脱
贫攻坚兜底保障成果并做好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保持了兜
底保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2021 年，民政部推进全
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
台建设，会同国家乡村振兴
局，依托低收入平台开展数据

比对，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易返
贫致贫人口等纳入兜底保障范
围。修订完善低保审核确认、
特困人员认定等政策，规范审
核确认流程，适度拓宽对象范
围。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末，全
国共有 240.2 万脱贫不稳定人
口、边缘易致贫人口和突发严
重困难户纳入低保和特困救助
供养范围，占三类重点人群总
数的 46%。

　　会议强调，2022 年，民
政部在兜住兜牢民生底线方
面，将齐心协力抓好全国低收
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建
设，规范低保、特困供养审核
确认和动态管理流程，合理制
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
适应的救助保障标准。
　　同时，有序发展服务类社
会救助，充分发挥社会救助部
门协调机制作用，健全政府救

助与慈善衔接联动机制。健全
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
制，实施基层社会救助能力提
升工程。进一步落实残疾人两
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开
展全国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精康融合行动”，完善流浪
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标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