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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寅浩 常蕾）3月16
日晚间，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发布

了《北京市2021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以

下简称“供地计划”）。供地计划明确，2021年

度北京供应总量与2020年持平，且更注重耕

地保护，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量，提高租赁住

宅用地占比。其中，2021年北京住宅用地供

应量较2020年计划安排量增加60公顷，租赁

住宅占住宅用地比重由2020年的13%提高

到30%。

根据供地计划，2021年北京全市建设用

地计划供应总量3710公顷。坚守住150万亩永

久基本农田和166万亩耕地保有量底线，严格

落实城乡建设用地减量，全年实现减量10平

方公里左右。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鼓励和

引导利用存量建设用地比例不低于60%。通

过严控新增、优化存量、有序促进城乡建设用

地减量提质和集约高效利用。

具体到供地结构，2021年北京计划安排

住宅用地1060公顷，较2020年计划安排量增

加60公顷。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北京土地供应

向租赁住宅倾斜，在单列租赁住宅用地的基

础上，按照商品房供应下限等比例安排租赁

住宅供应指标，将租赁住宅占住宅用地比重

由2020年的13%提高到30%。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表示，随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解决大城市青年居住

问题的政策要求，北京在租赁用地上计划出

让面积为2016年以来最高水平，达到300公

顷，其中公租房150公顷。回顾历年北京住宅

用地出让计划，公租房用地，2016年计划出让

15公顷，2017年27公顷，2018年26公顷，2019

年80公顷，2020年并入租赁类用地出让计划，

未单独列出，而2021年达到150公顷。

“可见加大租赁用地，特别是公租房用

地，可以为城市提供保障兜底，同时解决大城

市青年居住问题。因此，未来北京租赁类特别

是公租房用地的出让将成为重点方向。”潘浩

进一步表示。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方面指

出，未来将通过新建、配建、改建等多种方式，

多渠道、多主体加快形成租赁住宅有效供应，

逐步扩大保障性租赁住宅覆盖面，同时兼顾

市场化租赁住宅需求，着力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

除此之外，按照不低于1：2的比例统筹考
虑职住平衡，供地计划首次提出要按照不低

于70%的比例推动产业用地向产业发展重点

领域、重点功能区集聚，按照不低于50%的比

例引导住宅用地优先向现状和近期建设的轨

道站点周边以及规划重点功能区周边1公里

布局。

其他供地方面，2021年度北京计划安排

特交水用地1510公顷，产业用地490公顷，其

中研发用地150公顷、工业用地110公顷、物流

用地60公顷、商服用地170公顷，基于对提升

城市应急保障能力的考虑，今年首次单列物

流用地。

据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介绍，单列物流用

地旨在推动土地资源要素向加快构建韧性安

全的城市空间着力，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两区三平台”“三城一区”等重点功能区建设

精准投放，为重大项目落地提供充足的资源

要素保障，同时保障隐形冠军企业、独角兽企

业和瞪羚企业等中小企业发展需求。

2021年度北京计划安排公共管理与公共

服务用地650公顷，在切实加强文化、教育、体

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公用设施等用地保

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推动优质基础教育、

医疗养老、公共文化等资源均衡布局，不断

提升城市能源和供水保障能力，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民生设施，改善民

生需求。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方面称，

2021年将探索建立空间数据库，逐步实现“以

图管地”。通过拟供应项目空间布局分析，增

强计划编制科学性，保障计划执行精准度，同

时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深入落实

“供地跟着规划走”的要求，推动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建设，确保2021年度建设用地供

应计划保质保量完成。

减量集约作为首都发展的关键词，也在

持续推进中。据介绍，2021年全年减量任务为

10平方公里左右。与此同时，鼓励和引导利用

存量建设用地比例由2020年的55%提高至

60%，通过严控新增、优化存量、有序促进城

乡建设用地减量提质和集约高效利用。

“3·15”风暴之后 隐私保护开启“查漏补缺”模式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阮航达）针对央

视“3·15”晚会曝光的“内存优化大师”“智能清理大师”

“超强清理大师”“手机管家Pro”四款手机软件，3月16

日，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官网发布消息称，已针

对这一问题组织开展技术检测，查实四款手机软件存

在欺骗误导用户下载、违规处理个人信息等问题。北

京市通信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处置机制，组织北京地

区的手机软件应用商店对被曝光的App进行了下架

处理。

被曝光的四款手机软件看起来是在清理手机垃

圾，实则在后台大量获取手机中的个人信息。部分企业

根据收集来的信息进行用户画像，进而将各种劣质甚

至带有欺骗套路的广告和内容推送给用户，使其上当

受骗。

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表示，接下来将依据《电信和互

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以及《规范互联网信息服

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对“智能清理大师”

及“内存优化大师”涉嫌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行

为进行深入调查，对涉事的北京胜达讯科技有限公司

和北京慧点共赢科技有限公司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个人信息安全是涉及用户、运营者、第三方软件、

应用商店、设备厂商等多个主体的综合性问题。宁人律

师事务所金融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马军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用户而言，不只是泄露的风

险，这之后还可能面对财产权和人身权损害的可能。此

外，还存在非法使用和非法买卖信息的可能，违反法规

和约定，致使用户生活受到骚扰。”

为了避免用户受到可能的损害，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于3月15日制定出台《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针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办法》规定了

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明示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并且，不得采用

一次概括授权、默认授权、与其他授权捆绑、停止安装

使用等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消费者同意收集和使用

与经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信息，特别是关于个人生物

特征、医疗健康、金融账户、个人行踪等敏感信息，必须

逐项取得同意。《办法》同时明确，网络交易经营者及其

工作人员应当对收集的个人信息严格保密，未经被收

集者授权同意，不得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任何第三方

提供。

为了保障用户能够有更安全、更健康、更干净的

App应用环境，除了《办法》外，工信部在3月16日发布

的消息中同样提及，将继续加强专项整治，并会同相关

部门尽快出台《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个人信息保护管

理暂行规定》，以进一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体系。

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北京市盈科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同武律师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在修改刑法领域，现行2020年修正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责

任。而在《民法典》中，人格权独立成编，并将个人信息保

护纳入其中，进一步加大了对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

“2017年6月1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

安全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网络安全的法律，填补了我

国在网络安全监管方面的空白。”高同武同时补充说，

“这部法律严格规定了网络运营商的主体责任和义务，

明确了运营商收集个人信息时的告知义务，为用户信

息的收集、使用、存储等环节提供了法律保障，给网络

运营商戴上了‘紧箍’。”

但目前“查漏补缺”的关键，在于现行法律规范中

缺失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对此，高同武

认为，没有法律的约束与限制，各个部门仅从自身角度

出发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部门之间缺少统一的立法标

准，造成我国个人信息的部门化间隔问题严重。

针对这一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十三届四

次会议新闻发言人郭卫民作出回应称，《个人信息保护

法》草案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法律的颁布

和实施，对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也

意味着我国网络领域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健全。

马军认为：“目前法律法规的笼统，表现为具体实

施中缺少相应的条款，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将对此进

行填补。这部法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我国首

部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完整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

的出台将会对整体的系统性框架，以及个人信息的收

集和使用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这也为企业和个人提

供了比较健全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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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志毅与中国脱口秀的
奇幻一夜

陶凤

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男足和男篮有一天能够彼此捆绑
互相成就，而他们多年来罕见的“高光”时刻，竟然发生在
一场脱口秀的舞台上。

在最新一期脱口秀节目《吐槽大会》上，男足范志毅，男
篮周琦、郭艾伦、杨鸣齐上阵，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互相吐
槽，上演“菜鸡互啄”引爆网络。范志毅一战成名，成为脱口秀
里的“中国队长”，中国男足与男篮意外携手成为国民爆点。

“你菜，我更菜。”这场吐槽之所以好看，在于现实中的
双方谁也不“好看”。对待国足，人们有着恨铁不成钢的遗
憾，有永远倾吐不完的槽点。对待男篮，记忆还停留在周琦
鬼斧神差的操作，耻辱柱上的人谁也别瞧不起谁。

节目策划充满了巧思，用“有问题”的人对付“有问题”的
人。范志毅和杨鸣在舞台上展现了出人意料的演技，贴合各
自的身份标签，戏剧效果升级，喜剧效果也升级。嘉宾吐槽一
本正经有理有据，观众好笑不尬，嘉宾没翻脸气氛热烈。

随着社会经济的跃迁，体育在国民生活中所扮演的角
色早就超越了输赢。人们开始学会关注“场外”。在意比赛
之外的故事。比起宏大赛事的家国情怀，人们也关注个体
的生命健康，比起摘金夺银的荣辱与共，人们也在意通过
竞技体育本身所获得的快乐与满足。

于是凑成了一场脱口秀与时代语境的完美对接。精心
校对的文案，天衣无缝的表达，请来了看似没有羞耻心的
主角，亲自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甚至大言不惭地吐槽别
人。力度有点强，节奏刚刚好，大胆地嘲笑、讽刺、挖苦、揶
揄、调侃、抱怨。

用段子与笑话进行自嘲和批判，脱口秀永远是门充满
冒犯的艺术。大家敢开玩笑了，一些人能开玩笑了。这简单
的两个层面，其实并不简单。

物质生活丰盈也同步积蓄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互联网
生成了更为普世的笑点， 都市化进程加剧了人们的流动，
形成了同质化的生活压力与情感困惑，试着抒发它，解释
它，嘲笑它，化解它。他们吐槽婚姻生活鸡飞狗跳，就要对
伴侣不留情面。他们吐槽职场变态，就要把社畜的身份抛
在脑后。他们吐槽男人，早就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

于是一大批优秀的脱口秀演员脱颖而出，一大批奇葩
辩手“奇袭”而来，与之相伴的是日渐成熟的节目模式和成
功的生意。尺度拿捏渐入佳境，寻找共鸣越发精准，输出观
点贩卖焦虑，再借助现代传播的洪荒之力，让一切似乎水
到渠成。

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不多了，但留给中国脱口秀的路
还很长。 这是中国足球与男篮为脱口秀贡献的特殊一夜，
也是痛并快乐着的观众，借脱口秀寄语中国男足男篮的特
殊一夜，虽然现在一塌糊涂，但心中放不下的，还是你。

兄弟“阋墙”，别忘各自努力。

2021年度北京建设用地安排情况

耕地
150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166万亩耕地保有量

民生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650公顷

供应总量

3710公顷

重大项目
公共产业用地490公顷

研发用地150公顷

工业用地110公顷

物流用地60公顷

商服用地170公顷
{

北京经济稳步复苏“智”造产品脱颖而出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刘瀚琳）3月16日，北京市

统计局披露了今年前两月主要经济指标。多项数据表

明，全市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脱颖而出，相

关“智”造领域的工业增加值及投资数据也表现出强

劲增势。

数据显示，前两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

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8.5%，比2019年同期增长

24.5%，两年平均增长11.6%。在重点行业中，医药制造

业增长1.8倍，汽车制造业增长79.7%，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48.3%，电力、热力生产和供

应业增长15.3%。

从数据来看，全市高端产业增势强劲，规模以上高

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在1

倍左右。智能手机、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高技术领

域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8倍、1.5倍和48.3%。

同期，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度有力补给了前述产

业的强势增长。据统计，前两月，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农户）同比增长29.8%，比2019年同期增长4%，两年

平均增长2%。分产业来看，第一、二、三产业投资分别

增长1.4倍、35.1%和29.1%。

其中，在第二产业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了

32.8%；第三产业中，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投

资分别增长2.5倍和1.7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投资均增长1.3倍。

实际上，去年疫情期间，新经济已在全市经济结构

中凸显出举足轻重的力量。北京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36102.6亿元，比上年增长1.2%，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达37.8%。

在年初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统计局副局

长庞江倩指出，全市新兴动能表现活跃主要体现在高

端产业韧性强、研发创新动力增强，同时市场主体的活

跃度也在逐月提升。“2021年，北京将继续大力发展数

字经济，加快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

目前，北京已连续三年蝉联全球科研城市首位，新

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3。作为全国

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市的世界营商环境排名稳步提升。

此前公布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0》显示，北京

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中位列第五。

值得关注的是，从此次披露的数据看出，前两月民

间投资增速达37.6%。而早在去年12月，北京市已向社会

公开推介9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1060亿元，拟引入民间

资本422亿元，占比40%。除了传统补短板、强弱项项目，

此次推介更加突出“五新”政策落地和智能制造，集中推

介了一批新型基础设施、智慧城市、智慧物流以及新材

料、生物医药、无人机制造等高新技术制造业项目。

不过，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副院长叶堂

林也表示，北京发展的更大空间仍在于京津冀的协同

发展。北京发展“高精尖”的同时，城市需培养适宜产业

发展的完整配套。通过打造产业链的方式，带动津冀区

域协同发展，提高三地产业协作水平，降低成本也使得

产品更具竞争力。

根据此前发布的北京市“十四五”规划纲要，北京

将实施“产业雁阵培育计划”，通过投资基金、合作园

区、创新平台、示范项目等方式，支持存量生态链企业

在京稳定发展，吸引一批优质增量生态链企业在京津

冀范围内布局。通过形成产业生态集群，在相互借力中

形成最大合力。

住宅
1060公顷，较2020年计划安排量增加60公顷

租赁住宅占住宅用地比重

由2020年的13%提高到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