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经

2024 年 8 月 3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 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该条例是维护网络数据安全

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 为规范网络

数据处理活动， 依法保障网络数据

安全， 促进网络数据合理有效利

用， 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提供

了有力法治保障。

维护网络数据安全的

重要法规

近年来， 我国相继出台 《网络

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

息保护法》， 为维护网络安全特别

是网络数据安全打造了“三驾马

车”， 筑牢了法治屏障。 作为上述

三部法律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 此

次公布实施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

条例》， 聚焦个人信息、 重要数据、

网络数据跨境流动等突出问题， 细

化补充了相关监督管理制度， 有力

夯实了维护网络数据安全的法治根

基， 充分展现了我国网络数据安全

管理的法治进步。

促进数据流动的重要

保障

中国坚持促进数据资源开发利

用和保障数据安全并重， 2024 年 3

月， 国家网信办公布《促进和规范

数据跨境流动规定》， 优化调整了

数据出境管理规则， 有效降低了数

据跨境流动成本。 此次出台的《网

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进一步明

确了网络数据处理者可向境外提供

个人信息的八种情形， 特别规定

“网络数据处理者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识别、 申报重要数据， 但未被相

关地区、 部门告知或者公开发布为

重要数据的， 不需要将其作为重要

数据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为

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提供了

清晰指引。

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

重要屏障

个人信息保护是社会公众高度关

注的热点议题， 直接关乎人民群众的

幸福感、 安全感。 《网络数据安全管

理条例》 立足当前数字经济发展需

求， 以《个人信息保护法》 确立的原

则和规则为基础， 作出一系列细化完

善， 集中体现为“五个明确”： 明确

通过制定个人信息处理规则履行告知

义务的内容、 形式等要求； 明确基于

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守的基

本要求； 明确行使个人信息查阅、 复

制、 更正、 补充、 删除等权利的要

求， 细化个人信息转移的具体条件；

明确按照 《个人信息保护法》 规定在

境内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代表的要

求； 明确网络数据处理者处理 1000

万人以上个人信息还应当履行的义

务， 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有力

法治支撑。

国家安全机关履职尽

责的重要依据

《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 进一

步明确了有关部门职责任务和履职要

求， 为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开展工作提

供了法律保障， 集中体现在以下四方

面：

职责上， 明确国家安全机关承担

网络数据安全监督管理职责， 依法防

范和打击危害相关违法犯罪活动； 义

务上， 明确网络数据处理者发现涉嫌

相关违法犯罪线索的， 应按规定向国

家安全机关报案， 配合开展侦查、 调

查和处置工作； 防范上， 明确对特定

网络数据安全负责人和关键岗位人员

进行安全背景审查时， 可以申请国家

安全机关协助； 责任上， 开展网络数

据处理活动未按照规定进行国家安全

审查的， 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依法责令

改正， 给予警告、 罚款等行政处罚。

（均转自国家安全部微信公号）

1927 年 11 月 14 日， 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中央组

织局特务科， 简称“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以保卫党

中央、 服务党中央为神圣职责使命， 作出了特殊贡

献。 今年是中央特科成立 97 周年， 中央特科是党的

隐蔽斗争历史上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情报保卫专门机

构， 是白色恐怖之下屹立的党的坚强红色堡垒， 是党

早期隐蔽斗争史上的光辉典范， 其传承下来的斗争经

验、 斗争精神和光荣传统， 至今仍以极强的生命力影

响和塑造着党的隐蔽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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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网络数据安全的重要法治保障

大管家

中央特科一科总务科， 实际上

是党中央的总务科， 承担着党中央

机关的后勤保障工作。 主要职责

是： 安置党中央机关办公场所、 领

导人住所， 建立用于党中央秘密办

公、 开会和接头的掩护机关； 为党

中央召开重要会议物选场所、 布置

会场； 购置党中央所需的物资设

备； 保管武器和党中央文件； 接待

掩护共产国际方面来人以及向党中

央汇报和请示工作的地方党组织人

员； 营救被捕的党中央领导人， 并

为牺牲的党员处理后事、 抚恤家

属； 完成党中央交办的特殊任务

等。

伪装者

中央特科主要的工作之一， 就

是深入到敌人营垒中去， 获取国民

党反对派阴谋破坏的情报， 保卫和

服务党中央。 1928 年 4 月， 中央

特科二科情报科正式成立， 陈赓任

首任科长。 在党中央领导下， 二科

利用社会关系， 瞄准国民党驻沪特

务机关、 警备司令部、 警察局等部

门， 以及租界内的巡捕房、 帮会

等， 全力开展“打入” “拉出” 工

作， 深入敌人核心， 布建内线情报

网， 获取了大量预警信息和军政情

报， 使党能够及时掌握敌人的破坏行

动， 获悉叛徒内奸的活动与行踪， 为

保卫党中央安全、 惩叛锄奸等对敌斗

争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捍卫者

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 又称“红

队” “打狗队”， 是保卫党中央的中

坚力量。 三科是特科中最神秘莫测却

又最“大名鼎鼎” 的存在， 特别是在

敌人和叛徒内奸当中如雷贯耳， 极具

震慑力。 三科的职责主要有两项： 一

是警卫中央， 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机

关、 重要会议和领导人的安全； 二是

惩叛锄奸， 承担惩处对党中央安全构

成严重威胁的叛徒、 内奸的任务。 此

外， 还参与武装营救被捕同志、 运送

武器及特殊物资等行动。

听风者

1928 年以前， 党的机要交通主

要靠人力交通线， 时效差、 中间环节

多， 安全和稳定缺乏保障。 为扭转落

后的局面， 党中央决定筹建无线电通

讯部门。 中央特科于 1928 年底组建

了四科无线电通讯科， 由李强任科

长。 四科白手起家研制了党的第一台

收发报机， 筹建了第一座秘密电台，

建立了上海党中央与共产国际、 苏区

和白区地方党组织等的无线电通讯联

络， 结束了党的机要交联完全靠“两

条腿走路” 的落后局面， 在党的通讯

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同时， 特科

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机要报务人

员， 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营救者

中央特科开展营救工作往往需要

各个科通力配合。 一科总务科负主

责， 其他各科相互配合、 协同行动。

营救的方式主要包括： 通过在敌人内

部的关系直接营救； 打通租界巡捕

房、 法院等关节， 争取尽快释放； 利

用租界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 争取反

引渡； 通过聘请律师出庭辩护， 争取

免刑或减刑。 如果上述方案均无效，

或紧急情况下， 中央特科还会开展武

装营救行动。

从 1927 年创建到 1935 年全面结

束在上海的工作， 中央特科的八年，

既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创业史， 也是一

部奋勇拼搏的斗争史， 更是一部一心

为党的忠诚史。 中央特科时期培育形

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历经近百

年斗争洗礼， 锤炼成为党的隐蔽战线

红色血脉灵魂。 新时代的党的隐蔽战

线， 所扮演的具体身份角色虽有变

化， 但前路不忘、 初心不变、 本色不

改， 始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

的忠诚护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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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