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WWW.ZSPUTUO.COM

2025年4月28日 星期一 一版责任编辑：张舒 本版责任编辑：陈春燕 版式制作：缪喆综合新闻

重大部署！再减11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

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新版
清单事项数量由2022年版的117
项缩减至106项，减少了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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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形象
地说，就是“一单尽列、非禁即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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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单越缩越短、市场越放越活。
2018年，我国印发首版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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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 2019年、2020年、2022年、
2025年四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
数量已由2018年版的151项压减

至目前的 106项，压减比例约
30%。一大批行业准入限制得以放
宽，各类经营主体都能看得见、进
得去。

新版清单具体压缩了哪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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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
产品销售业务改革为基于强制性
国家标准的检测认证制度。

部分放开了一批全国性措施。
如取消电视剧制作单位设立、

药品批发零售企业筹建、药品和医
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医疗机构
使用放射性药品（一、二类）、试办
新型电信业务、林木种子进口、增
值税发票印制等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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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推动各地放开交通物流、货

运代理、车辆租赁服务、生产性废
旧金属收购等管理措施，打通区域
间市场壁垒；取消有关地方设立的
船舶设计修造、酒类生产经营、权
益类大宗商品交易等管理措施，实

施全国统一的准入方式。
“科学、及时、合法对市场准入

清单进行动态修订，持续放宽重点
领域市场准入限制，符合国内外经
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能够
更好满足各类经营主体期盼诉求，
有利于推动市场准入制度改革不
断走深走实。”国家发展改革委经
济研究所副所长郭丽岩说。

“放”了之后如何“管”？
新版清单专门提出了综合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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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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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
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宋爱娴认
为，协同监管新理念打破了传统监
管思路，以多元监管提高监管效

能，将市场准入各环节“放在阳光
下”，避免出现违规增设行政许可、
违规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等
不当监管行为，有助于营造更加
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准入
环境。

新版清单对部分领域市场准
入也作了进一步规范，纳入了新业
态新领域管理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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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电子烟等
新型烟草制品生产、批发、零售业
务相关审批纳入清单。同时，强化
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明确非金融机
构不得违法使用“期货公司”字样，
将重要工业产品许可证管理范围
从10大类调整为14大类27种，更
好保障生产安全。

新版清单再次“瘦身”，彰显了
我国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坚
定破除各类市场准入壁垒的决心，
表明了我国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高
标准市场体系、切实增强经营主体
活力的改革方向。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减少11项！我国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亮相

4月25日下午，我市召开一季度
舟山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会
上介绍了一季度舟山经济运行情况
及发展特点，并回答记者提问。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GDP）统一
核算结果，一季度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531.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7.1%，增速居全省第二位。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41.4亿
元，增长 3.9%；第二产业增加值
228.5亿元，增长7.1%；第三产业增
加值261.5亿元，增长7.6%。

渔业生产保持稳定,远洋渔
业较快增长

一季度，全市实现水产品总产量
42.2万吨，同比增长4.8%。其中，远
洋渔业产量19.8万吨，增长7.9%，占
水产品产量的比重达46.9%；国内捕
捞产量20.2万吨，增长1.6%。

工业生产支撑有力，小微工
业贡献提升

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1.8%，增速居全省
第2位，高于全省平均2.9个百分
点。从主要行业看，电力生产供应
业、船舶修造业、水产品加工业和石
油化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3%、
23.5%、10.4%和8.5%。从规模看，规
上小微企业贡献提升。一季度规上
小微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3%,高
于全部规上工业3.5个百分点,对规
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16.0%。

服务业提升明显，增长速度
领跑全省

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7.6%,增速居全省首位，较上年
全年提高2.8个百分点。舟山港域
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02.0万TEU，增

长27.2%。公路和水路货运周转量
分别增长24.9%和12.4%。1-2月，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0.9%，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6.4%。

投资稳中有升，公共服务项
目投资增长强劲

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5.3%，较上年全年提高0.6个百
分点，高于全省平均3.3个百分点。
从重点领域看，工业投资增长13.6%，
拉动全市投资增长6.7个百分点；公
共服务项目投资增长89.0%。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以旧换
新相关商品销售旺盛

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37.9亿元，同比增长5.8%，增
速快于上年全年1.7个百分点。以
旧换新政策扩围加力带动相关商品
零售快速增长。

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增
速快于城镇

一季度，舟山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2124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4.8%。分城乡看，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5405元，增长4.4%；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845元，
增长5.2%。

居民消费价格稳中有降，八
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三涨五降”

一季度，舟山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下降 0.6%，降幅大于全省平均

0.4个百分点。构成居民消费价格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三涨五
降”，走势与全省保持一致。

媒体提问环节

问题一：请问一季度舟山经济
运行整体情况有哪些特色亮点？

舟山市统计局副局长郑倩作
答：今年一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
7.1%，相比去年全年提升了1.2个
百分点，横向对比，我市增速在全
省各市位列第二，我市经济实现良
好开局，且有不少亮点和积极变
化。主要特点可以用“三个有力”
概括：

一是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主要
表现在：工业“压舱石”作用持续显
现。今年以来，我市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全力推动工业在建项目和新
项目放量提速，规上工业增加值保
持两位数增长，在1至2月增长11.4%
的基础上，一季度又提升了0.4个百
分点，实现11.8%的快速增长，其中
石化行业贡献突出，拉动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5.6个百分点。服务业
贡献率大幅提升。一季度，服务业
增加值增长7.6%，对GDP增长的贡
献率达 49.2%，比去年全年提高
13.2个百分点，其中批发业、营利
性服务业、金融业、住宿餐饮业等增
速均比去年全年明显提升。

二是“两新”政策扩围有力。主
要表现在：设备更新推动工业技改
投入加大。一季度,工业技改投资
同比增长5.9%,快于固定资产投资
面上增速0.6个百分点；其中,本年

新开工技改项目投资增长99.5%,
是技改投资较快增长的主要动力。
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旺盛。限额
以上单位中，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增
长1.3倍，通讯器材类零售额增长
58.3%，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
额增长56.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
增长41.8%。

三是要素保障支持有力。主要
表现在：金融为实体经济加持赋
能。3月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
款余额同比增长9.4%。新增就业平
稳有序。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
数同比增长5.1%。交通物流更趋顺
畅。一季度，公路和水路货运周转
量分别增长24.9%和12.4%；舟山港
域集装箱吞吐量增长27.2%。

但也要看到，外部经济环境更
趋复杂严峻，我市经济保持较快发
展面临多重考验。下阶段，要把高
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到经济发展的全
过程，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
商引资力度，加快项目落地投产，深
化“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提振企业
信心，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夯实
经济稳进向好的基础。

问题二：在刚刚发布的数据中，
我们看到一季度舟山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增长4.8%，那么这样的
增长数据该如何解读呢？

国家统计局舟山调查队副队长
施亚萍作答：今年以来舟山市着力
稳就业、增活力、解民忧，全方位增
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城
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从一季度居
民收入增长因素看，可以概括为4

个词：就业优先、市场活跃、产业带
富、政策效应。

一是稳岗扩岗带动工资性收入
增长。一季度，多部门联合举办“春风
行动”大型综合性招聘会，吸引1200
余人进场求职。同时，紧盯转岗再就
业、新业态劳动者等重点领域、重点人
群，开展订单式就业培训工作。

二是市场活跃促进经营净收入
增长。今年以来，我市旅游市场活
跃，游客接待量持续增长，消费市场
持续回暖，叠加婚庆喜宴、商务会议
等助推，有力促进居民经营净收入
增长。

三是产业带富推动财产净收入
增长。一方面，实施海岛“土特产”
精品培育工程，为登步黄金瓜、蚂蚁
岛虾皮、沙洋晒生等农产品广开销
路。另一方面，千方百计盘活资源，
通过向外购置商贸店铺、入股其他
村集体或企业等异地置业、异地联
建方式，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

四是惠民生政策持续助力转移
净收入增长。一是“两新”政策落地
显效，家用电器、通讯器材类等潜在
需求加快释放。据相关部门数据显
示，截至3月31日，我市消费品以旧
换新共核销补贴资金 6171.78万
元。二是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基本
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稳步提升，聚焦重点群体
出台高龄津贴、高校毕业生就业
创业补贴、多孩家庭育儿补助等
政策，持续推动城乡居民转移净
收入增长。

问题三：郑副局长刚刚提到我市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请问，一季度我
市消费有哪些特色和亮点？

舟山市统计局副局长郑倩作
答：今年以来，随着全市经济回升向
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和以旧换新
等消费补贴政策的深入实施，全市
消费品市场呈现持续回暖的势头。
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7.9亿元，同比增长5.8%，增速快
于去年全年1.7个百分点。总体呈
现5个特点：

一是基本消费稳固。一季度，
限额以上单位中，粮油食品类商品
零售额同比增长20.7%，饮料类增
长8.6%，服装类增长4.6%。

二是网络消费快速增长。一季度，
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零售额同比增
长33.6%，拉动限额以上单位零售
额增长2.6个百分点。

三是餐饮消费增势强劲。一季度，
限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8.7%，快于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2.9个百
分点。

四是品质类消费欣盛。一季度，
限额以上单位中，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6.3%，体
育和娱乐用品零售额增长27.3%，通
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58.3%。

五是绿色消费蔚然成风。一季
度，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同比增长
41.8%,能效等级为1级和2级的家
电零售额增长128.1%。

但也要看到，市场消费的基础
还有待稳固。需要进一步促进居民
增收，提振消费能力，加力扩围以旧
换新，促进消费潜能持续释放。

一季度舟山经济运行实现“开门
红、开门好”。下阶段，将以扎实有力
举措巩固稳进向好态势，不断推动现
代海洋城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来源：舟山发布微信公众号）

舟山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

近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舟山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舟山人保财险）成功签单浙油中心
旗下供应链管理（舟山）有限公司
的贸易信用保险，为其提供8000
万元的风险保障。这标志着舟山
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推动
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方面
取得了新突破。据了解，接下来
舟山人保财险还将围绕预付账款
创新保险业务产品，总保额将达

30亿元。
当前，舟山正加速推进大宗

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市委改
革办相关负责人认为，在复杂多
变的市场环境下，油气贸易企业
面临诸多风险，特别是日常贸易
中应收账款、预付账款的信用风
险，已成为制约大宗商品企业发
展的关键因素。深化改革创新，
大力发展信用保险，有利于打通
这一堵点。对此，舟山人保财险

针对油气产业链信用险落地，将
直接服务这些企业的贸易需求，
推动舟山从“物流枢纽”向“信用
枢纽”升级。

通过服务创新，信用险将成
为企业的“定心之锚”。当买方出
现拖欠货款、破产等情况导致企
业无法收回账款时，保险公司将
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赔付，有效保
障了企业的资金链安全，筑牢资
金防线。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项目的成功落地，为大宗商
品贸易“安全链”补上关键一环，
有利于吸引更多国内外油气企业
入驻舟山。

据了解，舟山人保财险创新
“保险+供应链金融”复合型风控方
案，打造“供应链金融生态”，继续
发挥保险的风险管理专业优势和
金融杠杆撬动作用，助力大宗商品
资源配置枢纽建设。

（来源：《舟山日报》）

为大宗商品贸易“安全链”补上关键一环

全市首单大宗领域信用险落地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做
好2025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工作的通知》，提出17条政策举措，
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创业。

通知明确，对社会组织招用符
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可按
规定参照企业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
政策，执行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延续实施国有企业增人增资政策，
执行至2026年12月31日。

通知指出，大力推行“直补快
办”“政策计算器”等服务方式，推动
各项就业政策集中兑现，拓展企业
就业主渠道。组织人社专员、高校
就业工作人员对接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高新
技术企业，深化“书记校长访企拓
岗”专项行动，拓展市场化岗位规
模。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建
立城乡基层岗位归集发布机制，动
态发布本地城乡社区就业岗位，拓
宽基层就业空间。鼓励政府投资的
孵化器放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
免费入驻门槛，强化创业服务保障，
支持自主创业。

通知强调，实施就业能力提升
“双千”计划，在全国高校开设1000

个“微专业”和1000门职业能力培
训课程。全面推开青年求职能力实
训营，开展体验活动、课程教学，帮
助提升求职能力。实施百万青年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引导支持广大高
校毕业生等青年参加技能培训，提
升技能水平。实施百万就业见习
岗位募集计划，面向企业、科研院
所等事业单位开发科研、技术、管
理类岗位。

通知提出，开展“职引未来”系
列招聘活动，重点面向三、四线城市
倾斜岗位资源。组织公共就业服务
进校园活动，开展百所高校人社厅
局长结对帮扶活动，定点联系、定向
服务。实施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
服务攻坚行动，提供至少1次政策
宣介、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
1次培训或见习机会。聚焦困难毕
业生开展结对帮扶，针对性提供
3至5个高质量岗位信息。

通知要求，畅通本地线上线下
求助渠道，允许失业青年在户籍地、
常住地、求职地进行求职登记。加
大异地求职服务力度，建设一批青
年就业驿站，为异地求职的高校毕
业生等青年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
导、招聘信息等“一站式”服务。

（来源：《人民日报》）

十七条举措促青年就业创业
国有企业增人增资政策延续至明年底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获悉，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联合印发《中国履行〈关于消耗
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国
家方案（2025—2030年）》，全面加
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
管理，协同应对臭氧层损耗和气候
变化。

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我国自 1991年加入
《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
议定书》以来，认真履行各项国际
义务，累计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
（ODS）总量约62.8万吨，占发展中
国家淘汰量一半以上，受到国际社
会普遍赞誉。2021年，我国宣布接
受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氢
氟碳化物（HFCs）等非二氧化碳温
室气体管控。

此次发布的国家方案，确定的
管控物质包括全氯氟烃、哈龙、四氯
化碳、甲基氯仿、含氢溴氟烃、溴氯
甲烷、甲基溴、含氢氯氟烃（HCFCs）

和氢氟碳化物共9类。其中，前8类
物质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第9类
物质氢氟碳化物对臭氧层无破坏作
用，但却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强温室
气体。

目前，我国已实现7类ODS受控
用途生产和使用的全面淘汰，正在
逐步削减淘汰含氢氯氟烃和氢氟碳
化物。

国家方案明确了履约目标，并
从源头管控、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和
进出口管理四个方面提出了11项
具体任务，例如，在强化管控物质使
用管理方面，家电行业自2026年1
月1日起，禁止生产以氢氟碳化物
为制冷剂的电冰箱和冰柜产品。

此外，生态环境部联合商务部、
海关总署印发了修订后的《消耗臭
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进一步
优化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
加强跨部门合作，防范和打击非法
贸易，积极履行公约义务。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国家方案发布

全面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