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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版权局近日印发《以无障碍方
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对
以无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的
版权秩序加以规范，进一步推动著作权
法和马拉喀什条约有效实施，保障阅读
障碍者的文化权益。

为保障阅读障碍者平等参与文化
生活、共享文明发展成果，我国修改了
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并批准了马拉喀什
条约。2022年 5月 5日，马拉喀什条约
对中国生效。此次出台暂行规定，主要
依据著作权法和马拉喀什条约，对以无
障碍方式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相关
重要概念、规则要求、主体资质、合规监
管作出规定，为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
版提供具体指引，有利于将著作权法和
马拉喀什条约对阅读障碍者的支持落到
实处，也有利于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免
受不合理损害。

暂行规定明确阅读障碍者包括视力
残疾人以及由于视觉缺陷、知觉障碍、肢
体残疾等原因无法正常阅读的人；明确

无障碍格式版指采用替代方式或形式，
让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并有效使用的作
品版本；明确将已经发表的作品制作成
无障碍格式版并向阅读障碍者提供，可
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
但应当遵守相关要求。

暂行规定指出，制作、提供无障碍格
式版应当遵守指明作者姓名或名称、作
品名称，使用合法来源作品，尊重作品完
整性，仅限通过特定渠道向可以提供相
关证明的阅读障碍者或无障碍格式版服
务机构提供，不以营利为目的，告知著作
权人并记录相关事项等要求。此外，还
应当遵守出版、电影、广播电视、网络视
听等相关行业管理规定和标准。

暂行规定鼓励通过无障碍格式版服
务机构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鼓励通
过无障碍格式版跨境交换机构跨境交换
无障碍格式版。规定两类机构的范围以
及应当符合的条件，要求其向国家版权
局进行告知性备案，以便各级著作权主
管部门对其进行引导支持和加强监管。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全
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下
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到
2025年，城市建设方式和生产生
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基础
设施体系化水平、运行效率和防
风险能力显著提升，超大特大城
市“城市病”得到有效缓解，基础
设施运行更加高效，大中城市基
础设施质量明显提升，中小城市
基础设施短板加快补齐。

《规划》提出城市交通设施体
系化与绿色化提升行动等 8项行
动，着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

增效益。根据《规划》，“十四五”
期间，要精细化设计建设道路空
间，提高公共交通、步行和非机动
车等绿色交通路权比例，提升街
道环境品质和公共空间氛围。对
于适宜骑行城市，新建、改造道路
红线内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空间
所占比例不宜低于30%。

《规划》要求，优化以人民为
中心的绿色共享空间。“十四五”
期间，预计全国新增和改造城市
公园绿地面积约 10万公顷，新增
和改造绿道长度约2万公里。

（本版内容均据人民网）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
有关方面跟踪监测各地区、各部
门数字化发展情况，开展数字中
国发展水平评估工作，编制完成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 年）》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总结
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数字中国建设
取得的显著成就和 2021年的重
要进展成效，评估了 2021年各地
区数字化发展水平，并对 2022年
数字中国建设进行了展望。

《报告》显示，2017年到 2021
年，我国网民规模从 7.72亿增长
到 10.32 亿，互联网普及率从
55.8%提升至 73%，特别是农村地
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57.6%，城
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缩小
11.9个百分点。截至 2021年底，

我国已建成 142.5万个 5G基站，
总量占全球 60%以上，5G用户数
达到 3.55亿户。全国超 300个城
市启动千兆光纤宽带网络建设，
千兆用户规模达3456万户。农村
和城市实现“同网同速”，行政村、
脱贫村通宽带率达 100%，行政村
通光纤、通4G比例均超过99%。

《报告》指出，我国数字技术
创新能力快速提升。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量子信
息等新兴技术跻身全球第一梯
队。2021年，我国信息领域PCT
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 3万件，
比 2017年提升 60%，全球占比超
过 1/3。我国互联网企业更加注
重创新，2017年到 2021年，上市
互联网企业研发投入增长 227%。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用地审批
前期工作积极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知》，全面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用地要素保障，做实做细做优交通、
能源、水利等项目前期工作，提升用地审批质量和效率。

《通知》指出，加强用地空间布局统筹。充分发挥
国土空间规划对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指导作用，
统筹协调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的用地需求。经工
程可行性论证、已确定详细空间位置的，在国土空间规
划“一张图”上明确具体位置、用地规模及空间关系。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和“三区
三线”等空间管控要求，积极配合和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规划选址选线工作。

《通知》要求，改进优化用地审批。简化用地预审
阶段审查内容。涉及规划土地用途调整的，审查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允许调整情形，不再提交调整方案；涉及
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的，审查是否符合允许占用情形，不
再提交省级人民政府论证意见。协同推进项目建设。
各部门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指
导督促各地依法依规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近日，自然资源部印
发《关于积极做好用地用海
要素保障的通知》，梳理近
年来支持重大项目用地用
海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有
针对性提出保障重大建设
项目落地涉及的用地用海
阶段性政策措施，共7个方
面 26条，涉及国土空间规
划、土地计划指标、用地用
海审批、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土
地供应等内容。

《通知》在国土空间规
划方面，明确了在国土空
间规划批准前的过渡期建
设项目用地用海的规划依
据问题；在计划指标保障
方面，继续坚持“土地要素
跟着项目走”，进一步明晰
土地利用计划指标配置规
则；在建设项目用地审批
方面，针对性地提出缩小
用地预审范围、简化用地
审查等举措；在节约集约

用地方面，对超标准、无标
准项目用地重申开展节地
评价的要求，并明确建设
项目使用城镇低效用地
的，继续沿用以往的鼓励
性政策措施；在土地供应
方面，要求各地按照“供地
即可开工”的原则，积极推
行产业用地“标准地”出让

机制。
据了解，《通知》出台

将有效解决当前重大项目
用地用海等要素保障中存
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进
一步提高自然资源要素保
障能力，推动有效投资重
要项目尽快形成实物工作
量，助力稳住经济大盘。

国家版权局印发《以无障碍方式
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暂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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