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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

月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全面实行

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措施，规范权力运行，更

大程度利企便民；决定实施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

理，推动监管更加公平有效。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推动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将全部行政许可事项纳入清单管理，有

利于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市场信心，营造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会议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2022年版）》。

会议要求，一是各省、市、县在今年底前编制完成

本级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依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

项全部纳入其中。各地编制清单的基本要素应相

对统一，推动实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区同要素管

理、同标准办理。凡上级设定、本地区实施的事项

及其基本要素，各地在编制本级清单时不得超出

上一级清单范围。二是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要严格

依照清单实施行政许可，程序要公开透明，使企业

形成明确预期。对清单内行政许可逐项制定实施

规范，明确许可条件、申请材料、审批程序、收费标

准等并向社会公布，执行中不得增加附加条件或

限制。清单之外一律不得违法设立和实施行政许

可。对以各种名义变相设立的行政许可一律予以

清理，并对相关责任人严肃问责。三是依法依规

加强监管。对列入清单事项逐项明确监管主体、

重点环节、监管规则和标准等。对直接涉及公共

安全、公众健康以及潜在风险大的领域实行重点

监管。四是提升服务效能。在实施行政许可中，

推行告知承诺、集成服务、一网通办等方式，为企

业和群众办事提供更多便利。

会议指出，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为营造

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依法依规推进企

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相应采取“双随机、一公开”

等科学精准的监管措施，使监管对诚信经营者“无

事不扰”、对违法失信者“无处不在”。一要科学构

建企业信用风险分类指标体系，及时归集企业登

记注册、备案、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列入经营异常

名录和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等信息，在此基础上，按

照一视同仁的要求，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信用风险

进行分类。二要运用分类结果提高监管效能，防

止乱作为、任性执法。对低风险企业合理降低依

法监管抽查比例和频次，对高风险或有不良记录

的企业依法有针对性加大随机抽查、现场检查等

力度。加强相关部门协作，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和安全的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领域，实行重

点监管、全链条监管。探索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实施科学有效监管，在严守安全底线前提下留

出发展空间。三要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通过大

数据分析、重点指标监测等，及早发现企业异常情

况和风险，适时对企业进行提醒，前移监管关口，

化解风险隐患。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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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区同标准办理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记者4日从国家

网信办获悉，国家网信办等十三部门近日联合修订

发布《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办法明确，掌握超过

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

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办法指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网

络产品和服务，网络平台运营者开展数据处理活

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进行网络

安全审查。

办法所称网络产品和服务主要指核心网络设

备、重要通信产品、高性能计算机和服务器、大容

量存储设备、大型数据库和应用软件、网络安全设

备、云计算服务，以及其他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

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有重要影响的网络产品

和服务。

根据办法，网络安全审查将重点评估产品和

服务使用后带来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被非法控

制、遭受干扰或者破坏的风险；核心数据、重要数

据或者大量个人信息被窃取、泄露、毁损以及非法

利用、非法出境的风险；上市存在关键信息基础设

施、核心数据、重要数据或者大量个人信息被外国

政府影响、控制、恶意利用的风险等国家安全风险

因素。

“网络安全审查是网络安全领域的重要法律

制度。”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在介绍办法修订背

景时说，原办法自2020年6月1日施行以来，通过

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采购活动进行审查和

对部分重要产品等发起审查，对于保障关键信息

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

作用。2021年9月1日，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明

确规定国家建立数据安全审查制度，据此对《网络

安全审查办法》进行修订，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保障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维护国家安全。

办法将网络平台运营者开展数据处理活动影

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等情形纳入网络安全审

查，并明确要求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

网络平台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申报网络安全审

查。根据审查实际需要，增加证监会作为网络安

全审查工作机制成员单位，同时完善了国家安全

风险评估因素等内容。

“网络平台运营者应当在向国外证券监管机

构提出上市申请之前，申报网络安全审查。”国家

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对于网络平台运营者赴

国外上市申报网络安全审查的结果，可能有以下

三种情况：一是无需审查；二是启动审查后，经研

判不影响国家安全的，可继续赴国外上市程序；三

是启动审查后，经研判影响国家安全的，不允许赴

国外上市。

根据办法，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网络平

台运营者等当事人违反办法规定的，将依照网络

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的规定处理。

据悉，这一修订后的办法将于2022年2月15

日起施行，原办法同时废止。

掌握超百万用户信息网络平台国外上市须审查

随着美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减弱，以

及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加速传播导致疫情严

重反弹，经济学家普遍预计，2022年美国经济增速将

回落。综合来看，五大关键问题将决定2022年美国经

济走势。

奥密克戎影响几何？

随着奥密克戎成为在美主要流行毒株，近期美国

疫情严重反弹，多项疫情指标刷新纪录。高盛集团经

济学家简·哈丘斯指出，奥密克戎毒株快速传播可能

推迟员工重返岗位时间，加剧美国劳工短缺问题，并

拖累服务业消费增长。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马克·赞迪说，奥密克戎已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

他已将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

5%下调至约2%。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近期公布的季

度经济预测显示，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21年的5.5%放

缓至2022年的4%。

通胀会否见顶回落？

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1年 11月，美国消费者

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6.8%，创近40年来最大同比

涨幅。富国银行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杰伊·布赖森预

计，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CPI同比涨幅将进一步升至

约7%；随着供应瓶颈趋于缓解，以及美国民众减少商

品消费、增加服务性消费，到2022年下半年美国整体

通胀水平将有所回落。

美联储预计，美国核心通胀率将从2021年年底的

4.4%降至2022年年底的2.7%，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

通胀目标。

就业能否重回疫情前水平？

2021年 11月，美国失业率降至4.2%，但整体就业

与新冠疫情暴发前相比仍减少约400万个就业岗位。

赞迪预计，到2022年年底美国失业率将降至3.5%，回

到疫情前水平。

然而，由于数百万美国人在疫情期间选择提前退

休，美国劳动参与率不大可能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牛

津经济研究院预计，到2022年年底，美国劳动参与率将

从目前的61.8%升至62.4%，仍低于疫情前的63.3%。

美联储加息几次？

美联储已明确表示将于2022年3月结束资产购

买计划，随后为启动疫情以来的首次加息做准备。多

数美联储官员预计2022年将有三次加息，联邦基金利

率将从接近零的超低水平升至0.9%左右。美联储加

息会推动美国融资成本上升和金融环境收紧，对汽

车、住房等利率敏感行业的复苏产生影响，从而限制

经济扩张力度。

美国银行和高盛集团预计美联储2022年将加息

三次、每次加息25个基点；摩根士丹利和牛津经济研

究院则预计美联储2022年将加息两次。

拜登支出法案能否成功闯关国会？

美国国会众议院曾于2021年 11月通过拜登政府

提出的一揽子支出法案，拟通过对富人和大企业加税

来筹集资金，以应对气候变化和扩大社会福利支出。

这是拜登政府继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和约1万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法案之后，推出的第三项关键

经济立法，但因遭到西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乔·曼

钦反对而未能获得参议院批准。

富国银行证券经济学家迈克尔·普格利泽预计，

拜登政府和民主党议员1月将讨论削减上述法案的支

出规模，以争取曼钦支持，但该法案最终能否成功闯

关仍存不确定性。 新华社华盛顿1月3日电

国际观察

五大关键问题决定
美国今年经济走势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

划（2022-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规划》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

提出新时期金融科技发展指导意见，明确金融

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

实施保障。

《规划》指出，要坚持“数字驱动、智慧为民、

绿色低碳、公平普惠”的发展原则，以加强金融

数据要素应用为基础，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目标，以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强

化金融科技审慎监管为主线，将数字元素注入

金融服务全流程，将数字思维贯穿业务运营全

链条，注重金融创新的科技驱动和数据赋能，推

动我国金融科技从“立柱架梁”全面迈入“积厚

成势”新阶段，力争到2025年实现整体水平与核

心竞争力跨越式提升。

《规划》提出八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强

化金融科技治理，全面塑造数字化能力，健全

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金融科技伦理规范体

系，构建互促共进的数字生态。二是全面加强

数据能力建设，在保障安全和隐私前提下推动

数据有序共享与综合应用，充分激活数据要素

潜能，有力提升金融服务质效。三是建设绿色

高可用数据中心，架设安全泛在的金融网络，

布局先进高效的算力体系，进一步夯实金融创

新发展的“数字底座”。四是深化数字技术金

融应用，健全安全与效率并重的科技成果应用

体制机制，不断壮大开放创新、合作共赢的产

业生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五

是健全安全高效的金融科技创新体系，搭建业

务、技术、数据融合联动的一体化运营中台，建

立智能化风控机制，全面激活数字化经营新动

能。六是深化金融服务智慧再造，搭建多元融

通的服务渠道，着力打造无障碍服务体系，为

人民群众提供更加普惠、绿色、人性化的数字

金融服务。七是加快监管科技的全方位应用，

强化数字化监管能力建设，对金融科技创新实

施穿透式监管，筑牢金融与科技的风险防火

墙。八是扎实做好金融科技人才培养，持续推

动标准规则体系建设，强化法律法规制度执

行，护航金融科技行稳致远。

《规划》要求各方加强组织统筹、加大投入力

度，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确保各项任务落到

实处、取得实效。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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