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新闻
2025年3月19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

06A 编报室主办
责编 / 余鹏 版面 / 素珍 校对 / 北方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 赵文君）“限
定经营者所有制形式、注册地”“强制在本地投
资经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围绕当前不当
干预市场竞争的突出表现，市场监管总局18日
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日发布的《公平竞争审
查条例实施办法》有关情况，针对解决经营主体
反映强烈的问题，回应社会关切。

明确红线底线

去年8月起施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
确要求，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法律、行政
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具体
政策措施，应当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此次实施
办法出台，是对条例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周智高介
绍，实施办法对条例确立的4个方面19项审查
标准进行了逐项细化，规定了66项政策措施中
不得包含的内容，明确了各项禁止性规定的具
体表现形式。

比如，实施办法将不得限定经营、购买或者使
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规定，细化
为明确要求或者暗示，限定经营者所有制形式、注
册地或者设定其他不合理条件，设置不合理的项
目库、名录库，通过奖励性或者惩罚性措施限定交
易等5种不得实施的具体行为，涵盖了当前监管
执法中发现限定交易问题的主要类型，便于各地
区、各部门在审查工作中逐一对照理解和把握。

据介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涉及范围广泛，
制定市场准入和退出、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
府采购、招标投标、资质标准、监管执法等涉及
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都需要进行公平
竞争审查。

遏制招商引资恶性竞争

目前，企业对有的地方强制在本地投资经
营或者设立分支机构反映较多。对此，实施办
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支
机构作为开展生产经营的必要条件，实施变相
强制的行为。

在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领域，实施办法规
定不得要求优先采购本地经营者提供的商品，
不得将经营者取得业绩、奖项荣誉、缴纳税收社
保的区域及注册地址等作为招标、加分条件，并
不得用于评价企业信用等级，也不得设置不合
理的公示时间、响应时间等。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禁止违法违规给予特
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
贴。有的地方在出台经济促进、招商引资等政
策时，搞变通、“打擦边球”，也有的“一刀切”，一
律禁止财政奖补行为。

“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准确的。”周智高介绍，
实施办法一方面规定不得以外地经营者将注册
地迁移至本地、在本地纳税、纳入本地统计为条
件实施财政奖励或者补贴；另一方面明确了什么
是“特定经营者”，即“在政策措施中直接或者变
相确定的某个或者某部分经营者，但通过公平合
理、客观明确且非排他性条件确定的除外”。

周智高表示，这既有利于遏制招商引资恶
性竞争行为，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竞争政策与产
业政策协同，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化、选择性向
普惠化、功能性转变，增强政策实施效能。

加强制度刚性约束

如何防止出现责任“虚位”、“形式”审查、制
度“空转”等问题？实施办法从责任落实和制度
激励、问题发现和核查处置、督促整改和责任追
究三方面作出了专门规定。

如进一步明确市场监管总局和县级以上地
方市场监管部门在推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落实
中的责任，对政策措施起草单位严格落实公平
竞争审查责任作出规定，要求建立健全公平竞
争审查机制，设置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确保职责
清晰明确、责任压实到位。

针对违反条例规定的政策措施，实施办法
进一步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向市场监
管部门举报，确定了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职责，并
对举报处理时限提出明确要求。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整理公布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受理方式，进一
步畅通举报渠道，及时回应经营主体关切。

据透露，市场监管总局正在抓紧修订《制止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进一
步完善执法程序，强化责任追究，增强执法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有关草案将适时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

3月18日是全国爱肝日。肝脏是人体
重要的代谢和解毒器官，我们生活中有很
多不良习惯都容易伤害肝脏，给身体健康
带来隐患。这些伤肝的坏习惯，你知道吗？

爱吃重口味食物
一些人爱吃高糖、高油、高脂的重口味

食物，比如奶油蛋糕、炸鸡、奶茶等。专家
表示，长期大量进食此类食物，肝脏会处于
超负荷状态，摄取合成增加，转化利用减
少，使脂肪在肝脏内大量堆积。过量的脂
肪堆积会导致肝细胞损伤，增加肝硬化、肝
癌的发生风险。

腌制食物也不可多吃。西安交通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张欣表示，腌
制食物多为深加工食品，其中含有的硝酸盐
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会变成亚硝酸盐，在胃
里合成致癌物亚硝胺。这些物质会增加患胃
癌、肝癌的风险。烧烤类食物也属于深加工
食品，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多环芳烃、杂环胺
等致癌物，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

过量饮酒
专家介绍，酒精即乙醇，进入人体后，

90%经肝脏代谢分解，转化为毒性极强的乙
醛。乙醛为一级致癌物，也是造成酒精性
肝病的主要原因。损伤较轻者，会造成肝
脏转氨酶一过性升高，形成酒精性肝炎或
脂肪肝；较重者可能形成酒精性肝纤维化、
肝硬化甚至肝癌。

滥用药物
肝脏作为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深度

参与药物代谢。不少人觉得，只有长期服
药的慢性病患者，才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
伤。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科学服用感冒药、
退烧药、止痛药以及滥用抗生素或各类保
健品，都可能引发药物性肝损伤。

吸烟及被动吸烟
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介绍，香烟燃烧后会产生尼古丁、焦油、多
环芳烃等有害物质，让肝脏氧化应激水平
升高，引发炎症，破坏肝细胞，影响肝脏对
脂肪、蛋白质等物质的代谢功能，诱发非酒
精性脂肪肝，还会降低肝脏的解毒能力。

慢性压力累积
张欣表示，长期压力大、身体应激反应

过度、皮质醇等激素大量分泌，会使血糖升
高，肝脏代谢压力增大。压力还会干扰神
经对肝脏的调节，导致肝脏血液循环变差，
胆汁分泌异常，加重肝脏负担。而压力带
来的不良情绪，会让人暴饮暴食或食欲不
振，也会额外增加肝脏负担。

刷剧、打游戏……人们的睡眠时间一
再被压缩，部分人群长期处于睡眠不足的
状态。专家表示，夜晚是肝脏休养生息的

“黄金时段”。当人进入深度睡眠后，肝脏
的血流量会大幅增加，可以更高效地进行
自我修复、解毒及代谢。

运动锻炼不足
缺乏运动会导致身体新陈代谢减慢，

血液循环不畅，使脂肪更容易在肝脏内积
累，从而增加患脂肪肝的风险。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
医师孙成栋建议，避免长期久坐不动，适当
增加有氧运动，如快走、游泳等，并注意饮
食平衡，避免过量摄入酒精和高脂食物。
同时，定期进行肝功能检查，以便早期发现
和干预潜在的肝脏问题。 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3月18日电（记者 潘洁）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这是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公布的2025年中国经济增速预
期目标。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足，国际经
贸合作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多，困扰
着全球发展。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对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2.8%和
3.3%。

迎难而上、奋发有为，中国提出 5%左
右增速目标传递鲜明信号。

一方面，无论是应对经济运行面临的
突出挑战，稳就业、防风险、惠民生，还是应
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持续提升国际竞争
力，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作为支撑；

另一方面，我国具备保持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的支撑条件，宏观政策还有加力空
间，有能力、有条件实现这一预期目标。

兼顾需要与可能、当前和长远，与中长
期发展目标、近几年经济增速均充分衔接，
这一目标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凝聚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看支撑条件，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5%左右增速目
标有充足信心和底气——

基础稳，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我国拥
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市场容量和产业配套
能力；

优势多，我国不仅有大国经济所具有
的规模优势、市场优势、人才优势、创新优
势，还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独特制度优势；
潜能大，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

蕴藏着巨大发展机遇，国内外多数研究机
构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还有很大潜力，潜在
增长率仍处在5%左右的较高水平。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形
机器人、量子通信、半导体等领域取得突破
性进展，全球创新力排名升至第11位，创新
能力的持续提升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
能。

看发展态势，当前支撑经济运行回升
向好的积极因素累积增多，为实现5%左右
的增速目标奠定良好基础——

3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前2个月主
要经济指标情况。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服务业生产指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
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均呈现稳中有升态
势，增速快于上年全年。

“经济运行起步平稳”“发展态势向新
向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这样
评价前两个月经济运行特点。

以“数”观“形”，一组组细分数据，也折
射出我国经济不断积蓄的向上势头：

1至2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9.1%，集成电路圆片、工业机
器人、动车组、民用无人机等高技术产品产
量同比分别增长 19.6%、27%、64%、91.5%，
新兴产业成长壮大；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
增长10%，快于全部投资5.9个百分点，产业
转型升级步伐稳健……

2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

造 业 商 务 活 动 指 数 分 别 为 50.2% 和
50.4%，比上月分别上升 1.1 和 0.2 个百分
点；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8，是近四年
来的最高值……

看政策支撑，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
策和标志性改革举措的加快落地，为实现
5%左右的增速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赤字率拟按4%左右安排、比上年提高
1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29.7万
亿元、比上年增加1.2万亿元；拟发行超长
期特别国债1.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3000亿
元；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
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
出台实施政策要能早则早、宁早勿晚，与各
种不确定性抢时间……

从政府工作报告一系列实打实的数据和
扎实有力的举措可以看出，今年宏观政策无
论是在取向上、力度上还是节奏上都“更加积
极有为”。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国务
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阳指出，宏观经济政策将
会依据形势变化动态调整、积极应对。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一年。随着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部署落实落
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将得到进
一步激发。

坚定信心，真抓实干。
锚定5%左右的增速目标，全国上下正

在将两会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中国
经济巨轮驶向更广阔的未来。

3 月 16 日，
游人在广西南
宁市青秀山景
区的黄花风铃
园观景平台赏
景（无人机全景
照片）。

各 地 春 花
陆续绽放，神州
大地处处都是
烂漫春景。

新华社发（喻
湘泉 摄）

搞变通、“打擦边球”？

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有新举措

5%左右经济增速预期目标怎么看？

全国爱肝日：伤肝的坏习惯，你知道吗？

春日寻芳春日寻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