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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发布
的2025年一季度国内出游数
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国内
出游人次17.94亿，比上年同
期增加 3.75 亿，同比增长
26.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1.80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0.28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6%。

分城乡看，城镇居民国内
出游人次13.18亿，同比增长
22.4%；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
次4.76亿，同比增长39.2%。
城镇居民出游花费1.48万亿
元，同比增长14.8%；农村居
民出游花费0.32万亿元，同比
增长39.6%。

新华社（记者徐壮）

今年一季度国内出游人次17.94亿

窥见“婴儿期宇宙”
中法天文卫星捕捉到130亿年前的伽马暴信号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经党
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
委会同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24
日对外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25 年版）》。什么是市场准入
负面清单制度？新版清单作出了
哪些优化？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问：什么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制度？

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是指以清单形式将我国境内禁止
和经政府许可才能够投资经营的
行业、领域、业务汇总列出，各级政
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
列制度安排。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之外，各类经营主体皆可依法平等
进入。建立和实行全国统一的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
2018年印发首版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首个针对
国内市场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模式的主要经济体。

问：这次清单修订作出了哪些
优化？

答：新版清单作出了多方面优
化，具体可以概括为“四个完善”：

一是完善“全国一张清单”管
理要求。一方面，强化“全国一张
清单”权威性，明确产业、投资、互
联网、重点生态功能区等各类按要
求编制的全国层面准入类清单目
录，全部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
理。另一方面，完善特定区域放宽
准入制度安排，明确依法在特定区
域调整或暂停实施市场准入管理
措施的，负面清单与之直接衔接，
支持地方先行先试、深化改革探
索。

二是完善市场准入事项实施
要求。对于清单所列的许可准入
事项，明确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公开
法律法规依据、技术标准、许可要
求、办理时限，制定市场准入服务
规程，由经营主体按照规定的条件
和方式合规进入。对未实施市场
禁入或许可准入但按照备案管理
的事项，不得以备案名义变相设立
许可。

三是完善与其他准入规定衔
接要求。境内外经营主体在中国
境内开展投资经营，统一适用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的各项规定，落实国
民待遇要求。在此基础上，境外投
资者在中国境内投资还需适用《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
单）》的有关规定；境外服务提供者

以跨境形式向中国境内提供服务
的，还需适用《跨境服务贸易特别
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有关规
定。

四是完善市场准入规范化便
利化要求。清单实施中，要统筹衔
接“证”“照”管理，统一各类经营主
体登记，推动经营主体经营范围登
记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上的管理
措施相衔接。

问：与上一版清单相比，新版
清单具体的准入措施调整情况如
何？

答：新版清单事项数量由2022
年版的117项缩减至106项，事项
下的全国性具体管理措施由 486
条缩减至469条，地方性管理措施
由36条缩减至20条。具体包括两
个方面：

一方面，降低准入门槛，激发
市场活力。直接删除了一批全国
性措施，如公章刻制业由许可制改
为备案制。部分放开了一批全国
性措施，如取消电视剧制作单位设
立、试办新型电信业务等管理措
施，相关领域保持必要市场准入管
理，但准入环节更加精简。取消了
一批地方性措施，如取消有关地方
设立的船舶设计修造、酒类生产经
营等管理措施，实施全国统一的准
入方式。

另一方面，依法规范重点领域
准入，兜牢安全底线。依据已出台
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
对部分领域市场准入作了进一步
规范，如将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
营合格证核发（微型无人驾驶航空
器除外）等新业态新领域管理措施
纳入清单。

问：在公布新版清单同时，还
将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
动，这有哪些考虑？

答：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有关部门围绕确保清单扎实落
地，积极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
壁垒，累计已向社会公开通报7期
115个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典型
案例，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
入权利。但是，清单之外“玻璃门”

“弹簧门”“旋转门”等堵点卡点尚
未消除，还没有完全做到“非禁即
入”落地生根。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
场监管总局联合开展市场准入壁
垒清理整治行动，目的就是要进一
步大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全面清
理和整改违规设置市场准入壁垒
的各类不合理规定和做法，建立健
全线索归集、核实整改、案例通报

等长效机制，让“非禁即入”落地生
根，营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为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
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本次清理整治的重点是，以地
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其他
政策性文件等形式设立和实行的
违反市场准入制度要求的各类规
定文件，以及各级政府违规设置市
场准入壁垒的各类做法情形。

问：一些新业态新领域没有直
接纳入负面清单管理，但企业想
“入行”实际会遇到困难。在这方
面开展了哪些工作？

答：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
会同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
部门，以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为
政策载体，先后在海南、深圳、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广州南沙新区等
地，谋划推出了一批体系性、突破
性较强的政策举措，在航空航天、
生物医药、新型能源、信息安全、智
慧交通等领域取得一系列标志性
成果。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要领
域、重点行业，充分挖掘场景开放
创新需求，谋划推出具有引领性、
示范性、带动性的超级场景，加快
形成“技术突破——场景验证——
产业应用——创新生态”正向循
环，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
展。同时，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和重大生产力
布局，选择重点地区开展放宽市场
准入试点，分批制定和推出新的放
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

问：“放”了之后如何“管”，也
广受各方关注，后续将如何加强准
入后监管？

答：新版清单在“说明”部分专
门提出综合监管要求，明确各级政
府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坚决查处
违法违规进入行为，依法依规对经
营主体实施准入后监管，做到事前
事中事后监管全覆盖，杜绝监管盲
区和真空。同时特别提出，要推动
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觉、行业自
律、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
格局，指明了下一阶段加强市场准
入全链条监管的基本方向。

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
部、市场监管总局已支持广州南沙
等地选择特定监管场景，试点构建
与放宽市场准入相适应的全链条
监管体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
化改革探索、拓展试点领域，为全
国层面制度建设积累宝贵经验，以
优化监管机制保障放宽市场准入
的政策红利落到实处。

完善“全国一张清单”激发市场活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答记者问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周圆 魏弘毅）记者24日
获悉，国家消防救援局、公安
部、应急管理部等7部门日前
联合印发的《火灾统计管理
规定》自2025年5月1日起施
行。1996年印发的《火灾统
计管理规定》同步废止。

新版规定将全国火灾统
计工作归口管理部门由公安
部调整为国家消防救援局，
规定由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
建立火灾数据共享通报机
制，汇总掌握全国的火灾情
况；根据火灾伤亡救治资料
和医学研究临床数据，将火
灾死亡统计时限从7日延长
至30日，更加准确反映火灾
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的
危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将原“1000万元、5000万
元、1亿元”对应的“较大、重
大、特别重大”火灾损失等级
划分标准，分别调整为“3000

万元、1亿元、3亿元”。
新版规定还增加了“轻

微火灾”分类。在分析火灾
历史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综
合考虑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城镇农村、东部西部
的收入差距，在“一般”火灾
等级中增加“轻微火灾”分
类，明确“无人员伤亡且直接
财产损失低于1000元的为轻
微火灾”。

此外，新版规定强化了火
灾统计的监督管理职责。明
确“火灾统计数据不应当直接
作为考核、评价区域性消防工
作和地区消防安全形势的指
标，鼓励探索消防安全综合评
价体系”。建立和畅通统计违
法举报渠道，增设统计违法通
报、移送制度；对虚报、瞒报、
拒报、迟报火灾统计资料，伪
造篡改火灾统计数据等违法
违规行为，明确了处理、处分
的措施和依据。

新版《火灾统计管理规定》
于5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记者冯家顺 朱高祥）为加大
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力
度，更好服务保障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24日对外发
布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
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司法解释共31条，具体
分为商标犯罪、假冒专利罪、
著作权犯罪、商业秘密犯罪
相关规定和知识产权犯罪共
性问题的规定五部分。

“当前知识产权领域侵
权易发多发现象仍一定程度
存在，犯罪行为呈现新型化、
复杂化、高技术化等特点，社
会各界创新创作主体对加强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需求日
益强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
长陶凯元说。

坚持依法严格保护，让
受害者权益得以挽回，让侵
权者付出更重代价。

降低入罪标准——司法
解释根据实际降低了商标标
识犯罪以及假冒专利罪、销
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标
准。例如，对于销售侵权复
制品罪，将“违法所得数额较
大”的入罪标准由“十万元”
修改为“五万元”。

增加入罪情形——将
“销售金额”“货值金额”“销
售复制件数量”等规定为销
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情
形；为依法严惩多次侵权、长
期侵权，针对二年内受过刑
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后再次
实施侵权的情形降低入罪数

额标准。
规定从重处罚条款——

重点打击社会危害性和主观
恶意较大的以侵犯知识产权
为业、在特殊时期假冒特殊
商品、服务注册商标的行为
以及没有悔罪表现的拒不交
出违法所得等情形。

提高罚金适用上限——
将原有司法解释中的“罚金
数额一般在违法所得数额的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修改为

“一倍以上十倍以下”，提高
罚金刑适用上限。

在商业秘密定罪量刑方
面，最高法民三庭庭长李剑
介绍，司法解释明确侵犯商
业秘密罪“情节严重”的入罪
标准，即造成损失数额或者
违法所得数额“三十万元以
上”。二年内因侵犯商业秘
密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
罚后再次实施的，数额降低
为“十万元以上”。

对于加强版权刑事司法
保护，最高检知识产权检察
厅副厅长刘太宗介绍，司法
解释进一步明确侵犯著作权
罪、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其他
严重情节”的具体情形。例
如，对于侵犯著作权罪，新增

“下载数量达到一万次以上
的”入罪情形，保留“被点击
数量”作为入罪标准，并由

“五万次”适当提高到“十万
次”。

当天，两高还发布了9件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典型案例，
涉及实践中常见的法律适用争
议问题，有助于对司法解释的
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

两高司法解释降低商标标识犯罪
假冒专利罪等入罪门槛

新华社上海4月24日电（记者
刘祯 张建松）记者24日从第十个

“中国航天日”启动仪式上获悉，中
法天文卫星已探测到超过100例伽
马暴，其中一例来自130亿年前的

“婴儿期宇宙”，将助力探索更多宇
宙起源与演化之谜。

据介绍，伽马暴是宇宙中最剧
烈的爆发现象之一，通常由大质量
恒星爆炸产生，持续时间从毫秒到
数分钟不等。

这次公布的科学成果显示，截
至目前，中法天文卫星已探测到了
超过100例伽马暴，包括持续10秒
的富X射线暴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例伽马
暴GRB 250314A，来自宇宙诞生仅
7.3亿年的极早期。分析表明，它可
能源自宇宙最早期恒星坍缩形成的
黑洞或中子星。

“这例伽马暴就像一扇时空之
窗，让我们得以窥见宇宙婴儿时期
的模样。”中法天文卫星项目中方
首席科学家魏建彦说，“这不仅验
证了卫星的卓越性能，更重要的是
为研究宇宙早期恒星形成、黑洞诞
生、致密天体并合等前沿课题提供
了全新视角。”

中法天文卫星由中国科学院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是

中法两国联合论证研制的空间科
学卫星，于2024年6月22日成功发
射，是迄今全球对伽马暴开展多波
段综合观测能力最强的卫星。日
前，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
院将中法天文卫星正式交付给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投入使用，进
一步推动全球时域天文学观测研
究。

魏建彦表示，中法天文卫星预
计将在轨工作至少3年，继续搜寻
宇宙中的高能爆发现象。期待通过
中法天文卫星的观测，帮助科学家
理解这类极端天体物理现象的起源
和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