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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 24 日在京揭
晓。四川资阳濛溪河遗
址群、浙江仙居下汤遗
址、甘肃临洮寺洼遗址、
西藏康马玛不错遗址、湖
北黄陂盘龙城遗址、陕西
宝鸡周原遗址、北京房山
琉璃河遗址、安徽淮南武
王墩一号墓、云南晋宁河
泊所遗址、新疆喀什莫尔
寺遗址入选。

宣布入选结果的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乔云飞
表示，入选 2024年度全国
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
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
作的突出代表，涵盖了人
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
成与早期发展过程、夏商
周考古、统一多民族国家

形成和发展、佛教考古等
多个领域，进一步实证中
华文明突出特性。

乔云飞说，过去一年，
国家文物局批复实施1740
项考古发掘项目，18个“考
古中国”在研项目统筹推
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
五阶段即将结项，夏商文
明研究工程正式启动，考
古工作影响力持续提升。

本届推介活动共收
到30个参评考古项目，经
过初评、终评等环节选出
2024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终评会评委通
过抽签方式从评审委员
会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产
生，21位评委分别来自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
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大学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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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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犯罪罚金数额上限提高
两高司法解释降低商标标识犯罪、假冒专利罪等入罪门槛

2024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24日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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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亮相

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

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文/图 通讯员
洪春锦 林苏） 今年 4月
23 日是第 30 个世界读书
日，当天，一场由多部门联
合主办的主题阅读活动在
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举办。
书签创作、心理共读沙龙、
品红色书香、套环赠书等
趣味、立体的多维互动，让
阅读变得灵动起来。

在学校图书馆一楼展
厅，“不一 young的晋江立
体阅读展”集中展出 60余
件学生创作的立体图书、
展板作品。这些作品均以
晋江地域文化为主题，学
生需实地走访五店市、安
海古镇等文化地标，结合
《泉州府志》《闽小记》等典
籍内容进行创作。

服装设计专业大三学
生陈雯娜展示的《书游晋

江》立体书，采用折叠式设
计，将晋江非遗“掌中木
偶”、传统美食“土笋冻”等
元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
现。“我们团队查阅了 5本
地方志，实地拍摄 300 余
张照片，前后修改 12稿才
完成作品。”陈雯娜介绍。

与图书馆主展区呼
应，学校六大书院同步开
展特色阅读活动。三创书
院举办的红色古物展，展
出革命时期奖章、票据等
127 件实物，搭配 18 块主
题展板，通过扫码听讲解、
趣味问答等形式吸引 400
余名学生参与。

该校图书档案馆副馆
长郑春梅介绍，下一步，学校
计划将优秀立体阅读作品纳
入校史馆收藏，并与晋江文
旅部门合作开展校外巡展，
推动阅读成果向社会延伸。

世界读书日

学生手创立体图书
点亮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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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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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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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单越缩越短，市场越放越活

新版清单具体压缩了哪些事项？

“放”了之后如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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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作的立体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