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高法发布“司法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30条”
������新华社北京 7 月 25 日电（记者
罗沙）最高人民法院 25 日发布关于
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司

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 意见共 30
条，从加强市场主体统一平等保护、
助力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 、
依法维护统一的市场交易规则 、助
力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

一、 切实维护统一的市场竞争秩序
等方面明确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举

措。
根据意见，人民法院要助力实行

统一的市场准入。 依法审理涉市场
准入行政案件， 支持分级分类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遏制不当干预
经济活动特别是滥用行政权力排

除、限制竞争行为。 加强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 涉企优惠政策目录清单等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 推动
行政机关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地方保

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
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范性文件 ，破
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

意见提出，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
事人合法权益。 研究制定法律查明
和国际条约、 国际惯例适用等司法
解释， 准确适用域外法律和国际条
约、国际惯例。 优化涉外民商事纠纷
诉讼管辖机制， 研究制定第一审涉
外民商事案件管辖司法解释。

在依法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意

见提出，妥善审理平等就业权纠纷等
案件，推动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
别等就业歧视，促进劳动力、人才跨
地区顺畅流动。研究出台涉新业态民
事纠纷司法解释，加强新业态从业人
员劳动权益保障。

在支持提升消费服务质量方面，
意见提出，完善网络消费、服务消费
等消费案件审理规则，服务保障消费
升级和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优化
消费纠纷案件审理机制，探索建立消
费者权益保护集体诉讼制度，完善消
费公益诉讼制度，推动建立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部门间衔接联动机制，促
进消费纠纷源头治理。

为依法打击垄断和不正当竞争

行为，意见明确提出，加强对平台企
业垄断的司法规制，及时制止利用数
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
竞争行为，依法严惩强制“二选一”、
大数据杀熟、低价倾销、强制搭售等
破坏公平竞争、 扰乱市场秩序行为，
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完善
竞争案件裁判规则，适时出台反垄断
民事诉讼司法解释。

意见同时提出，研究制定审理涉
税犯罪案件司法解释， 依法惩处逃
税、抗税、骗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等违法犯罪行为，加大对利用“阴阳
合同”逃税、文娱领域高净值人群逃
税等行为的惩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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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于 7 月 25 日 10 时 3 分
成功开启问天实验舱舱门，顺利进入问天实验舱。 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进入科学
实验舱。 新华社发 刘茜 编制

银保监会：

将推动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常态化发展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成效较好 ，
将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 推动这
项工作能够常态化发展。 未来也会
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机构来开展经

营，使改革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
据介绍，专属商业养老保险是指

以养老保障为目的， 领取年龄在 60
周岁及以上的个人养老年金保险产

品， 是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组成部
分。 产品设计分为积累期和领取期
两个阶段，领取期不得短于 10 年。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采取灵活交

费方式，针对新产业、新业态从业人
员和各种灵活就业人员，允许相关企

事业单位以适当方式，依法合规为上
述从业人员投保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提供交费支持。企事业单位相关交费
在扣除初始费用后全部进入个人账

户，权益全部归属个人。
2021年 6月 1日起，专属商业养

老保险试点由六家保险公司在浙江

省（含宁波市）和重庆市开展。2022年
3月 1日起， 试点区域扩大到全国范
围，并且在原有 6 家试点保险公司基
础上，允许养老保险公司参加试点。

截至 6月末， 专属商业养老保险
累计投保件数 19.6万件，其中新经济、
新业态从业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投保

2.96万件。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2022年底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相关
负责人近日介绍，到 2022年底，全国所
有省份将完成地方增补药品 “消化”工
作，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医
疗保障事业快速发展，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实行每年动态调整，4 年 500 多
个药品被纳入目录，通过谈判后药品
价格大幅降低，地方增补药品基本可
被国家目录中的药品更好替代，继续
保留地方增补药品意义不大。

在综合考虑各地医保基金承受

能力、临床和群众用药习惯、药品更
新换代周期等因素的基础上，国家医
保局研究制定了地方增补药品三年

“消化”计划，即从 2020 年开始，按照
第一年 40%、 第二年 40%、 第三年
20%的比例，逐步调出原省级药品目
录内按规定调增的药品， 到 2022 年
底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基本统一。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 全国已有
15 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提前
完成了增补药品的“消化”任务。

（来源：人民网）

截至今年 6 月底

我国动力电池累计装机量全球领先

������记者日前从 2022 世界动力电池大
会获悉，截至今年 6 月底 ，我国动力电
池装机量累计达 531.9 吉瓦时， 保持全
球领先。

伴随着电力驱动系统向汽车、 游轮、
货船、 轨道交通以及农用机械等领域拓
展，我国动力电池产业近年来得到快速发
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2021年，我国动
力电池装机量共计 154.5吉瓦时，占全球
装机量约五成。在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
十强的企业中，我国企业占据 6 席，市场
份额约为 48%。

在车用动力电池方面， 今年上半年
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 110.1吉瓦时，同比
增长 109.8%。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占比

41.4%，同比增长 51.2%；磷酸铁锂电池装
车量占比 58.5%，同比增长 189.7%。

动力电池技术水平快速提升。我国已
形成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单体、电池系统、
制造装备的完整产业链，负极材料全球市
场占有率达到 90%，隔膜材料自主供给率
超过 90%。 三元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的系
统能量密度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截至目
前，我国动力电池标准出台数量占全球比
重超过 40%。

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截至今年 6
月底， 我国已累计建成 10171个新能源汽
车动力电池回收服务网点， 基本实现退役
电池就近回收。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