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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相同内容、相同性质的信息的制度化统一管理，不同内

容、不同性质、需要区别管理的信息区别管理，形成数据

分类系统。

二 是 保 障 现 有 政 务 数 据 有 权 持 有 、 安 全 持 有 ， 制 度

化明确不同数据持有部门针对不同类别数据的持有权限，

明确安全责任单位及其安全保障责任，明确安全保障规范

及技术措施，建立防攻击规范、防泄露规范、安全预警规

范、应急处置规范、安全监控实时与动态规范、数据安全

法律责任等。

三 是 明 确 政 务 数 据 开 发 的 合 法 、 正 当 、 必 要 、 有 限

性，盘活可合理利用、开发的政务数据，明确可开发数据

类别、开发方式、开发限制、开发安全等规范标准。

3、完善政府信息系统和公共数据互联开放共享制度

一是进一步完善政府信息平台整合、消除信息孤岛、

推进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等共享化制度，制度化落实“五

个统一”，切实落实各自为政、自成体系、重复投资、重

复建设，明确数字信息共享交换的主体及其责任，明确共

享信息质量保障与后续维护的主体及其责任。

二是加强第三方参与政府数据应用制度化推进，进一

步完善政企合作制度，规范政府市场化采购、服务外包的

项目类别、内容、形式、责任等内容，引入第三方机构定

期对数字政府绩效评价、政事企合作等内容进行评估，支

持企业按照市场化、法治化规则参与数字政府建设。

三是明确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规范化，制度

化推进社会力量参与信息化社会治理的积极性。

4、完善制度化数据权利保障制度

一是区分“政府的数据”和“政务数据”，针对不同

数据建立有针对性的数据资源采集、传输、存储、利用、

开放的规范管理，促进政府数据在风险可控原则下最大程

度开放。

二 是 切 实 加 强 对 涉 及 国 家 利 益 、 公 共 安 全 、 商 业 秘

密、个人隐私、军工科研生产等信息的保护，制度化界定

特殊领域信息的基本范围、保护内容、保护方式、保护期

限、保护主体及其责任等内容。

三是界定个人信息采集、应用的主体、范围和方式，

明确被采集信息主体的权利、权利救济方式，明确信息采

集、应用主体的信息保护义务和责任，明确信息数据持有

主体的开发、使用等权限，保护信息安全的义务与责任，

加强对数据滥用、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制度化管理和惩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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