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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N O M I C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12月8日下午就实施国家大数据
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大数
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
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深入了解
大数据发展现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大数据发展取得
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推动实施国家大
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
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
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北京理工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梅宏就这个问题作了讲解，并谈了
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
了讲解，并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他指出，大数据是信息化发展的新阶
段。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
融合，互联网快速普及，全球数据呈现爆
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对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
重大影响。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
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在前
沿技术研发、数据开放共享、隐私安全保
护、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前瞻性布局。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大数据技术产

业创新发展。我国网络购物、移动支付、
共享经济等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蓬勃
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我们要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集中优势资源突破大数据
核心技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
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要加快构
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
基础设施，统筹规划政务数据资源和社
会数据资源，完善基础信息资源和重要
领域信息资源建设，形成万物互联、人机
交互、天地一体的网络空间。要发挥我
国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国民经济发展主战场，全面实
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完善大数据发
展政策环境。要坚持数据开放、市场主
导，以数据为纽带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形成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和发展模式，
培育造就一批大数据领军企业，打造多
层次、多类型的大数据人才队伍。

习近平指出，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
要素的数字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离不开大数据发展和应用。我们要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
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
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
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
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
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发展。要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战略，系统推进工业互联网基础设
施和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建设，发挥数据
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
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
经济。

习近平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
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
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
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
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
务高效化。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
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
途径，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
合，打通信息壁垒，形成覆盖全国、统筹
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构建
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实现跨层级、跨
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
理和服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平台，综
合分析风险因素，提高对风险因素的感
知、预测、防范能力。要加强政企合作、
多方参与，加快公共服务领域数据集中
和共享，推进同企业积累的社会数据进
行平台对接，形成社会治理强大合力。
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
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习近平指出，要运用大数据促进保
障和改善民生。大数据在保障和改善民
生方面大有作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推进“互联网＋教育”、“互

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
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
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要坚持
问题导向，抓住民生领域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强化民生服务，弥补民生短板，推
进教育、就业、社保、医药卫生、住房、交
通等领域大数据普及应用，深度开发各
类便民应用。要加强精准扶贫、生态环
境领域的大数据运用，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助力，为加快改善生态环境助力。

习近平强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
安全。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护，强化国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
强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要加强政
策、监管、法律的统筹协调，加快法规制
度建设。要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放、流
通、交易相关制度，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
度。要加大对技术专利、数字版权、数字
内容产品及个人隐私等的保护力度，维
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社会稳定、国家安
全。要加强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
理规则研究，提出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
据、运用数据，是领导干部做好工作的基
本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
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
各项工作的本领，不断提高对大数据发
展规律的把握能力，使大数据在各项工
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山路蜿蜒、沟壑纵横的土城
子乡，今年入冬后人们并没有和
往年一样开始“猫冬”。这个位
于科尔沁沙地腹地的内蒙古通辽
市奈曼旗的南部山区乡，机器轰
鸣，推土机、挖掘机，来往穿
梭，作业不停……

劲风吹——
“好政策来了，心里有底了”

“多的时候有70多台推土机
在整地呢。这是旗里帮咱们进行
土地整治。我们村222户898口
人，耕地 4600 亩、林地 8100 亩，
大伙准备拿出三分之二的耕地来
种扁杏，全村扁杏将达到 13100
亩。”平顶山村党支部书记杜福明
对记者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
年的土地政策，就像一股春风吹
进科尔沁大地，让广大农牧民吃
了‘定心丸’。”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常委、通辽市委书记李杰翔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奈曼旗土城子乡
是通辽市改革的一个缩影。我们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是要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加快
推进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现代化，
彻底改变农牧民祖祖辈辈靠天吃
饭的被动局面。”

村民徐秀春告诉记者，“前几
年玉米价格好，我家砍了 1 亩多
地近百棵扁杏。这扁杏 1 年开
花，3年挂果，5年才进入盛果期，长的可摘百来年。但是，
好政策来了，心里有底了。第二轮承包期到2026年，再延
长30年就可到2056年。我准备把承包的16亩耕地明年
全部栽上扁杏”。

思路转——
荒沟绿了 腰包鼓了

在平顶山村，张贵龙夫妇俩种植的20亩扁杏每年收入
都在1.5万元以上。

张贵龙告诉记者，他种植扁杏已有十几年了。平顶山
村位于土城子乡东南，耕地少、沟多、坡斜，多秃山石头山，
当地人称“狼窝掌”。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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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11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
11月份，CPI环比持平，同比上涨1.7%；
PPI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5.8%。

有关专家表示，11 月份 CPI、PPI 同
比涨幅较上个月均有所回落，表明当前
物价水平运行温和，完成全年物价调控
目标已无悬念。从未来走势看，明年
CPI同比涨幅可能略有扩大，但PPI同比
涨幅可能略有收窄。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
庆分析，11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1.1%，降幅比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影
响CPI下降约0.23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和翘尾因素带动 CPI 同
比下降。”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刘学智分析说，食品价格走低有猪
肉价格周期性持续大幅同比负增长的原
因，也有蔬菜粮食供应充足的原因。11
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变化温和，蔬
菜肉禽供应充足，鲜菜和水产品价格明
显下降。

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
涨2.3%，涨幅连续3个月持平。据测算，
在11月份1.7%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
变动的翘尾因素约为0.2个百分点，比上
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
1.5个百分点。

11月份，PPI同比上涨5.8%，涨幅比

上个月收窄1.1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
料价格上涨 7.5%，比上个月回落 1.5 个
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6%，比上
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

刘学智认为，11 月份 PPI 同比涨幅
回落，首要原因是翘尾因素的回落。据
测算，在 11 月份 5.8%的同比涨幅中，去
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约为 1.7 个百分
点，新涨价因素约为4.1个百分点。

CPI 已经连续 10 个月在 2%以下运
行，预计全年平均同比涨幅在 1.5%-
1.6%。刘学智分析，由于今年下半年价
格涨势逐渐从上游向中游传导、从生产
资料向生活资料传导，可能2018年会从
生产端向消费端转移，明年 CPI 同比涨

幅可能略有扩大。在不出现外部冲击的
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缺乏持续上涨的
动力，输入性因素对 PPI 的抬升作用减
弱。PPI同比涨幅可能继续回落，但仍将
保持增长态势。

来自中信证券的分析认为，随着
2018年元旦和春节的临近，食品价格将
有所回升，叠加燃料价格的有力支撑，
CPI增速有望逐步上至2%。石油和天然
气开采业同比增幅扩大对PPI形成一定
支撑，环保限产持续及地产长效机制的
影响下，PPI下降空间有限，叠加天然气
等新能源开采有望接力生产资料同比增
速，预计后续PPI涨幅将保持5%左右的
水平。

11月份CPI同比上涨1.7%，PPI同比上涨5.8%——

全年物价调控目标可以实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近年来，淄博市在山东省率先完成整建制旱厕改造，一
场“厕所革命”让农村卫生死角变亮、变净，农民的幸福感大
幅提升。

“现在家家户户旱厕改水冲，方便又干净！”11 月 30
日，记者来到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辛庄村，60多岁的村民
王秀华一边领着记者看厕所，一边有感而发。

记者在她家改造后的厕所里看到，安装了坐式马桶，地
面、墙上都贴了瓷砖，房顶上还安了太阳能热水器，没有异
味。“全村200多户一户不落，老式厕所全没了。”村党支部
书记王宴栋说，今年春节刚过，村里经过多方考察，与中科
院合作进行高科技改厕，以5户至20户为一组，采用小型
生物一体化处理设备，几乎不用村民自己花钱，就完成了旱
厕改造。

辛庄村的故事，只是淄博市旱厕改造这部“民生大戏”
的缩影。据悉，淄博市自2014年10月开始，全面启动农村
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到今年6月底，全市2478个应改村
的37.3万农户全部完成改厕任务，比省里要求的时间提前
了一年半。

改厕改出“团体冠军”

临淄区作为全省农村旱厕改造试点区，科学规划、高标
准建设，让村民“方便”更方便，农村环境也得到显著改善，
成了淄博市乃至山东省旱厕改造的样板。

在具体实施中，临淄区严格落实市区财政每户各补助
300元的标准。有条件的镇、街道由镇财政对农户进行再
次补助。同时，各镇、街道严格按照全区统一的规划实施旱
厕改造，尤其是施工中，组织技术人员进村入户现场指导，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了每村每户、每个工序都严格监
理、质量达标。

临淄区在各个乡镇建立后续管护机制，成立农厕服
务站，推行市场化运作，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下转第二版）

山东淄博全面完成“厕所革命”——

37.3万农户用上干净厕所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张其林 孙春晓

初具规模的安徽省宿
州市埇桥区朱仙庄矿区采
煤坍陷区水域光伏发电项
目（12月6日摄）。

近年来，安徽省宿州
市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发
展采煤坍陷区水域光伏发
电。2017年，中国与法国
高科技节能企业共同合作
在宿州市埇桥区朱仙庄矿
区开展采煤坍陷区水域建
设70兆瓦超大规模水上光
伏发电项目，预计在2018
年1月全部建设完成。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采煤坍陷区

建起光伏站

星期日
2017年12月

农历丁酉年十月廿三

第12564号 （总13137号） 今日8版

日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