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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崔东凯 张冲

□ 本报通讯员 尹栋

　　为规范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大数据产业发展，

更好服务推动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近日，黑

龙江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

《黑龙江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共8章70条，自2022年7月1日起施行。

　　作为黑龙江省大数据领域的基础性地方法规，

《条例》对运用法治方式贯彻落实国家大数据战略以

及省委的相关决策部署、切实发挥数据作为生产要素

的基础性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高位推进数字龙江建设

　　现阶段，大数据已经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和重要的

基础性战略资源，是推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动力，也

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更是加快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黑龙江省高度重视大数据发展应用工

作，在《“数字龙江”发展规划（2019-2025年）》中作出

了将“加快推进‘数字龙江’建设，作为推进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的

战略部署，并推进落实一系列改革任务。黑龙江省大

数据发展应用在经济建设、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各

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成为黑龙江省全面振兴发展的

重要驱动之一。

　　为进一步推进“数字龙江”建设，依法规范大数据

发展应用工作，使立法决策与改革决策更好衔接，推

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黑龙江省产业和经济结

构优化升级，黑龙江省委常委会将《条例》确定为2022

年重要立法项目，黑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将

其列为2022年度工作要点改革任务之一。黑龙江省人

大常委会将《条例》确定为2021年和2022年立法工作计

划年内审议立法项目。

　　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非常重视大数据立法

工作，围绕省委相关部署安排，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

中的主导作用，坚持高位推动，创新性采取由两位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组长的“双组长”制推进落实。省

人大财经委、法制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和省委网

信办、省营商环境局组成工作专班，强力推进，按时完

成《条例》草案起草、提案等工作。2021年12月，黑龙江

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对《条例》草

案初审后，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会同省人大财经委和

省委网信办、省营商环境局，根据组成人员审议提出

的意见，围绕《条例》草案的修改完善进一步开展调

研、论证、征求意见等工作，并及时向省委报告了《条

例》草案修改工作情况。

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

　　《条例》紧贴龙江实际，保障数字化改革，深化数

字龙江建设，推进龙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点在数据资源、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政策导向

和促进措施等方面作出规定，形成一系列创新亮点。

　　数据资源涵盖内容广泛，有必要通过立法科学界

定大数据相关概念，明确大数据分类，有效规范、促进

数据活动。为此，《条例》明确规定，大数据是指以容量

大、类型多、速度快、精度准、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

据集合，以及对数据集合开发利用形成的新技术和新

业态。《条例》从获取数据主体、数据特征、获取方式等

方面，将大数据分为公共数据和非公共数据，并明确

了相关概念。

　　数据资源蕴含巨大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需要立

法明确基于数据资源形成的财产权益，通过共享开放

发挥数据作为基础战略资源和基本生产要素的重要作

用。《条例》明确了数据资源的一般权益，对依法加工、使

用数据，享有法定财产权益，建立数据权属登记制度，

以及行使相关数据权益应当履行的义务等作出规定，

使相关主体的数据行为约束在法定范围内，解决数据

活动中主体权利、义务以及责任边界不清晰的问题。

　　同时，《条例》完善了公共数据管理机制，对公共

数据平台建设、公共数据目录管理、公共数据标准、公

共数据的采集和汇聚、公共数据质量管控、公共数据

开放等作出规定，从法规层面强化公共数据平台支撑

能力，提高公共数据质量，优化公共数据要素资源

配置。

　　此外，《条例》针对非公共数据，规定了推动公共

数据与非公共数据的融合应用、利用公共数据进行产

品和技术创新、建立多元化数据合作交流机制、采购

非公共数据、鼓励开放非公共数据资源等内容。

　　为发挥数据资源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促进数

据资源安全高效流通，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建

设，《条例》对“数据要素市场”从建立数据交易平台、

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主体、促进数据高效流通、探索建

立数据生产要素统计核算制度、数据质量评估认证、

构建数据资产定价指标体系、数据管理主体责任以及

公平竞争等8个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为充分发挥数据

作为生产要素的基础性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功能，培

育壮大黑龙江省数据要素市场提供制度保障。

完善机制明确管理责任

　　大数据发展应用是新生事物，涉及领域广泛，发

展变化很快。针对这一特点，《条例》规定了黑龙江省

大数据发展应用应当坚持规划引领、统筹衔接，共享

开放、创新应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依法管理、安全

规范的原则，对推动大数据发展应用制度机制作出了

细化规定。

　　为实现全省科学统筹，《条例》在建立工作机制方

面明确规定，省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全省促进大数据发

展应用工作，应当建立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

门、跨业务的大数据发展应用协同机制，统筹规划并

加强推动全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设区的市级和县级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促进大数据发展应

用工作的领导并组织实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联席会议制度。

　　为了明确政策导向，《条例》规定，促进大数据发

展应用应当引进和培育优势企业、优质资源、优秀人

才，促进数据资源向数据产业转化，发挥大数据政用、

商用、民用价值，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于改善民

生，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在此基础上《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围绕建设用地、企业用电、研发设计、平台构建、应用

服务等大数据产业链关键环节，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

黑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实际需要，制定具体优惠措

施。同时，《条例》在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平台、产学研

合作、农业领域、制造业领域、服务业领域等方面，进

一步细化规定了大数据应用的支持举措。不仅如此，

《条例》还根据黑龙江省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现行政

策执行情况和行业、企业发展需求，从财税、金融、人

才、电价和土地等方面规定了促进措施。

　　在明晰安全管理责任方面，《条例》对大数据生命

周期中涉及的各相关单位应当履行的安全职责进行

了详细规定，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网信部门负责组织有

关部门加强大数据安全信息收集、分析和通报，按照规

定统一发布大数据安全监测预警信息。县级以上政务

数据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公共数据安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等依照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承担大数据安全监

管职责。《条例》对数据处理者应当履行的安全保护义

务等作出明确规定，强化有关各方安全管理主体责任。

漫画/高岳  

　　古装励志剧《梦华录》获得了不少网友的喜爱，该

剧主要讲述了赵盼儿、孙三娘、宋引章三名女子经历

各种困境，携手勇闯京城，并在皇城司指挥使顾千帆

的帮助下，最终姐妹齐心，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小茶坊

变成京城最大酒楼的故事。

　　抛开年代背景，假如生活在现代，三姐妹遇到困

境该如何破局？本期【追剧学法】，由《法治日报》律师

专家库成员、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小峰带领

我们一起，看不一样的《梦华录》。

　　场景一：赵盼儿天天盼着进京赶考的意中人欧阳

旭接自己去京城，可谁想到欧阳旭高中探花之后忘情

负义。当年，欧阳旭流落钱塘，幸得赵盼儿为其置办田

产，他才有机会再次参加科考。赵盼儿与欧阳旭本有

婚约，欧阳旭突然悔婚另娶，赵盼儿可以要求欧阳旭

偿还之前所置办的田产吗？

　　依据现行法律，如果该不动产登记在赵盼儿名

下，则欧阳旭只具有不动产的使用权，而不具有所有

权，此时赵盼儿出资置办的不动产仍属赵盼儿所有。

　　如果该不动产登记欧阳旭名下，系恋爱期间赵盼

儿以结婚为目的在婚前赠与欧阳旭，这一行为应定性

为附条件赠与行为，如果条件不成就或者条件消失，

给付方可请求返还。

　　如果该不动产在恋爱期间登记为赵盼儿与欧阳

旭双方共有，欧阳旭一方未出资，双方终止恋爱关系

后分割共有财产，符合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情形。

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

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

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

情况，合理确定未出资方的份额。

　　场景二：孙三娘的丈夫傅新贵瞒着她将亲生儿子

过继给陶氏，而他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他与陶

氏之间有不正当关系，两人合伙污蔑孙三娘，令她痛

不欲生，绝望投河。傅新贵瞒着孙三娘将儿子过继出

去，合法吗？

　　民法典规定，生父母送养子女，应当双方共同送

养。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查找不到的，可以单方送养。

　　剧中，傅新贵瞒着孙三娘将儿子过继出去的行为

不属于生父母一方不明或者查找不到的情况，因此相

应的过继行为也是不合法，无效的收养行为自始没有

法律约束力，孙三娘并未丧失对儿子的抚养权。

　　场景三：宋引章自以为遇到了如意郎君，便带周

舍来找赵盼儿。赵盼儿看出周舍是一个赌徒，让宋引

章别听信周舍的谎言，但宋引章不听劝，执意跟周舍

远走他乡。两人成亲后，周舍果然本性暴露，对宋引章

拳打脚踢、进行囚禁，只为榨取她的钱财。宋引章遭遇

家暴，离婚时可以要求赔偿吗？

　　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

庭暴力。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家

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如果感情确已破裂，

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

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家暴导致的离婚损

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物质方面

一般包括身体受到伤害而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

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具体数额由法院根据当地的经济

发展水平，过错方的侵害程度等因素综合确定。

　　场景四：三姐妹重聚后一起来到京城，并决定在京

城重开茶坊。她们经营的“半遮面”茶坊很快就成为京

城内的“网红店”。然而，成名后的“半遮面”被他人模仿

跟风，尤其是孙三娘制作的糕点，引得众多店铺纷纷效

仿。羡慕别家生意火爆就开店效仿，是否会侵权？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如果效仿的店铺使

用相同或相似的装潢、菜单或通过其他足以让人误认

为与三姐妹店铺有特定联系的行为模仿三姐妹店铺，

属于混淆行为，三姐妹可以向法院提起不正当竞争之

诉，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

　　此外，如果效仿的店铺使用与三姐妹店铺相同或

相似的商标，根据商标法的规定，属于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行为，三姐妹可以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同

时可以主张因对方侵权而给自己造成的经济损失。

　　场景五：有两名自称是兄妹的顾客，在“半遮面”

喝茶并假装食物中毒身亡。赵盼儿看妹妹对中毒的哥

哥完全不管，只顾吵架把事闹大，顿时起了疑心。于

是，她施以对策，成功让假死的哥哥睁开了眼。两人讲

出实情，原来是欧阳旭未婚妻的乳娘，想要教训一下

赵盼儿。故意找人闹事、诬陷“半遮面”，要承担什么法

律责任？

　　剧中两人捏造中毒死亡事件陷害“半遮面”，其诬

告陷害一旦得逞，“半遮面”的经营者可能因涉嫌生

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罪受到刑事处罚，因此，兄妹两人涉嫌诬告

陷害罪。

　　根据刑法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

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

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需要指出的是，乳娘

指使他人实施诬告陷害

的行为，根据现行刑法的

规定，乳娘构成诬告陷害

罪的共犯，系共同犯罪的

主犯。

罗聪冉 郝雅欣  

带上法条看不一样的《梦华录》

□ 庞伟华 任薪宇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其

所承载的教育挽救、复归社会、再犯罪预防的法

律功能得到充分检验。监督考察作为附条件不

起诉的核心环节，是制度多元功能发挥的关

键。现阶段，监督考察正面临法律规范原则化、

形式同质化、质与量冲突日益凸显等问题，很

可能影响甚至制约附条件不起诉多元功能的

发挥。

　　推进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发展，关键在

监督考察的有效开展。司法实践中，应从提

升监督考察方案精准性、推动健全帮教社会

支持体系、强化帮教与家庭教育指导衔接

等方面出发，持续拓展监督考察的实质化

路径。

　　监督考察方案是开展帮教工作的基

础，其制定的核心依据是实际帮教需求。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检察机关应当通过社会

调查、评估，了解涉罪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心理

状况、犯罪原因、成长经历、朋辈关系、家庭教育等

情况，掌握个体的实际帮教需求，通过全面系统的

社会调查为针对性制定监督考察方案提供基础性

参考依据。但需要注意的是，监督考察方案并非一

成不变，应根据个体帮教需求的变化进行动态调

整，这是监督考察实质性开展的关键。检察机关作

为监督考察的主导者，应将涉罪未成年人行为表

现作为关注焦点，联合多方主体开展帮教，持续动

态评估帮教效果，及时调整监督考察方案，保障监

督考察工作始终与帮教未成年人的实际需求相

契合。

　　社会支持体系是未成年人司法构架中的重要

基石。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因地制宜推动未成年人

帮教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是检察机关深化未成年

人检察业务建设的重要任务。检察机关在司法实

践中应更加重视对整体预防要求的关注，借助不

同社会资源，健全多元化、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帮教

社会支持体系。在专业社工资源、社会公益组织相

对集中的地区发挥主导联络作用，整合优势资源，

推动搭建专业帮教平台。而在专业力量相对缺乏

的地区，检察机关应积极培育专业司法社工，充分

调动学校、社区、居（村）委会、妇联等主体在未成

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中的积极性，通过专题

培训、实务操作等方式提升帮教专业性。

　　家庭教育欠缺或方式不当是导致未成年人

犯罪的一大诱因。同时，家庭也是未成年人再犯

罪预防中极为重要的支持因素，给未成年人提供

重要情感支援。检察机关应发挥家庭教育对涉罪

未成年人帮教和再犯罪预防的功能，强化帮教与

家庭教育指导的衔接，共同推进涉罪未成年人复

归社会。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联合司法社工、心

理咨询师对未成年人开展帮教时，还应督促监护

人履行监护职责，必要时要求其接受家庭教育指

导。在后续效果评估中，可探索建立帮教和家庭

教育指导的双向评估机制，一方面将家庭教育指

导效果作为预测未成年人再犯风险和评估复归

社会效果的参考因素，另一方面根据附条件不

起诉考验期限内家庭教育指导和未成年人帮教

效果综合判断继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必

要性。

　　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和犯罪预防新形势的

到来，不仅推动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理念、

功能和方法的更新与发展，同时也给监督考察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作为监督考察

的主导者，应充分认识监督考察对涉罪未成

年人保护与教育的双重价值，持续强化监督

意识和主体责任，联合多方力量形成帮教合

力，细化司法适用方式和内容，优化人员和

资源配置，推动健全社会支持体系，保障监

督考察帮助涉罪未成年人复归社会的法律

功能有效发挥。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检察院）

有效开展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监督考察

  更多内容请参见《法

治日报》微信公众号

制制图图//高高岳岳

黑龙江立法护航大数据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