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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员会主任习近平6月2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
作用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
的意见》、《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
工作方案》、《强化大型支付平台企业监管促进
支付和金融科技规范健康发展工作方案》。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数据基础制度
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维护国家数
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促进数据高
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
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
据基础制度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行政区划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统筹规划，避免盲目无
序。要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以
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为目标，按照创新活动

类型，构建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
技人才评价体系，引导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
有所成。要推动大型支付和金融科技平台企业
回归本源，健全监管规则，补齐制度短板，保障
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安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
融风险隐患，支持平台企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和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已快速融入生产、分
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个环节，深
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
式。我国具有数据规模和数据应用优势，我们
推动出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积极探索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加快构建
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取得了积极进
展。要建立数据产权制度，推进公共数据、企业

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建立数
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
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健全数据要素权益
保护制度。要建立合规高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
交易制度，完善数据全流程合规和监管规则体
系，建设规范的数据交易市场。要完善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
收益分配中的引导调节作用，建立体现效率、促
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要把安全贯
穿数据治理全过程，守住安全底线，明确监管红
线，加强重点领域执法司法，把必须管住的坚决
管到位。要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
模式，强化分行业监管和跨行业协同监管，压实
企业数据安全责任。

会议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行政区划
设置和调整工作总体稳慎有序推进。要加强党
中央对行政区划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行政区
划的重大改革、重要政策、重大调整由党中央研

究决策。要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
组织研究拟定行政区划总体规划思路，提升行
政区划设置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确保行
政区划设置和调整同国家发展战略、经济社会
发展、国防建设需要相适应。要把历史文化传
承保护放在更重要位置，深入研究我国行政区
划设置历史经验，稳慎对待行政区划更名，不随
意更改老地名。要坚持行政区划保持总体稳
定，做到非必要的不调、拿不准的不动、时机条
件不成熟的不改。要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
系，加强行政区划同相关政策、规划、标准的协
调衔接，依法加强行政区划管理。

会议指出，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要
坚持德才兼备，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以及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益研究
等分类进行人才评价，从构建符合科研活动特点
的评价指标、创新评价方式、完善用人单位内部
制度建设等方面提出试点任务，形成可操作可复

制可推广的有效做法。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强
对试点单位的指导，推动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会议强调，要依法依规将平台企业支付和
其他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以服务实体经济
为本，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健全支付领域规
则制度和风险防控体系，强化事前事中事后全
链条全领域监管。要强化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和
平台企业参控股金融机构监管，强化互联网存
贷款、保险、证券、基金等业务监管。要保护金
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强化平台企业反垄断、反不
正当竞争监管，加强平台企业沉淀数据监管，规
制大数据杀熟和算法歧视。要压实各有关部门
监管责任，健全中央和地方协同监管格局，强化
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加强监管协
作和联合执法，保持线上线下监管一致性，依法
坚决查处非法金融活动。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强调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加强和改进行政区划工作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234只比亚迪概念股
被“团宠”背后
............................B3版

本报记者 邢 萌

进入6月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逐步
落地生效，股权和债券融资效率持续提升，资
本市场稳经济大盘“压舱石”作用愈加凸显。

记者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6月份以
来截至6月22日，A股共有22只新股上市，募
资总额达243亿元。再融资（含增发、配股和

可转债）规模达195亿元。
“为了稳住经济大盘，需要借助资本力量

为实体产业融资。这就需要双管齐下，既要
依靠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融资，又要依托资
本市场股权和债券融资，为企业提供源源不
断的资金活水。从中长期来看，这有利于加
快产业发展，稳定经济大盘。”申万宏源首席
市场专家桂浩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6月份市场运行平稳
新股发行上市提速

在国务院发布的《扎实稳住经济的一揽
子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中，明确提出

“提高资本市场融资效率”。 (下转A2版)

6月份股债市场融资效率提升
资本市场压舱石作用凸显

张 颖

“韧性十足”、“独立行情”已成为近期描
述A股市场的高频词汇。

6 月份以来，在海外市场跌跌不休之际，
A 股市场走出独立行情。截至 6 月 22 日，上
证指数、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月内累计涨幅
分别为 2.53%、6.24%和 11.32%。韧性之突出，
受到瞩目。

一直以来，A 股的韧性主要来自于中国
经济的强大韧性和基本面的长期支撑。目
前独立行情的核心，主要是中国与世界其他
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的错位。

当前，国际形势云谲波诡，我国社会发
展平稳，经济恢复快速，使中国成为全球资
金看好的避风港。美国通胀高企，货币政策
从宽松快速转向紧缩。而我国货币政策坚
持稳健，“以我为主”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
从 A 股市场来看，经过前段时间的调整，目
前，A 股市场一些主要指数估值水平均显著
低于成熟市场，成为名副其实的估值“洼
地”。

在多重因素交织下，6 月份的 A 股市场
可谓是风景独好。随后，市场行情将步入下
半年，后续能否持续走强？投资逻辑会否生
变？机会在哪里呢？已成为各大机构中期
投资策略讨论的焦点。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政策的持续发力，
经济恢复势头明显，还是部分行业景气度回
升，具有盈利优势的成长企业加速发展，抑
或是 A 股市场展现出的稳步攀升，连续数日
成交额突破万亿元等，均为市场继续走强提
供足够的支持。在 A 股中长期投资逻辑不
变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下半年仍有望领
先全球主要市场，为资本市场投资提供足够
底气。 （下转A2版）

下半年投资A股的底气
来自哪里？

票据利率
现5月份以来新高
............................A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