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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部署！再减 11项！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

管总局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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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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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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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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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玉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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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玉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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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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