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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以贸易、投资、资金流动、交通运
输、人员往来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
为重点的政策体系更加完善，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现代产业集群能级跃升，
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打造开放层次更高、
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改革开放新
高地。

《意见》提出，要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
力，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增强服务贸易
发展活力，支持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允许区
内企业以保税物流方式开展不同税号下含
金矿砂的物理混配业务。探索建立生物医
药企业进口研发用物品“白名单”制度，允许
免予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探索建立进口
食药物质“白名单”制度，允许食品用途的食
药物质按实际用途通关。支持新型离岸国
际贸易业务发展，符合条件的企业按规定申
请认定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探索开展境

外职业资格认可试点。推动电子提单、电子
仓单等电子票据应用，推动电子签名在国际
联运无纸化运输领域的应用。推动电子签
名在数字身份认证中的应用，开展数字身份
互认试点。

《意见》指出，要促进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提升市场开放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大力度吸引和
利用外资。允许符合条件的区内外资企业
开展电影后期制作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
港澳台医生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后在区内开
设诊所。允许境外知名仲裁机构在符合条
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业务机构。开展
商事调解组织登记管理试点。

《意见》提出，要打造高能级科技创新
生态，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扩大国际科
技交流合作。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
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推动建设先进产业

集群，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协同联
动。鼓励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全产业链集
成创新。支持参与国家级产业集群建设。
统筹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同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联动发展，选取有条件的地区开
展探索。支持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深化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应用，
开展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试验区）
建设。

《意见》明确，要推动数据高效便利安全
流动，建立健全数据要素市场规则，提升数
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水平。要构建高效畅通
开放通道，提升航运服务水平，强化陆运空
运辐射能力。允许以保税物流方式开展不
同税号的高、低硫燃料油混兑调和业务。允
许液化天然气作为国际航行船舶燃料享受
保税政策。要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推动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有序扩大金融开放。扩

大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试
点。支持符合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推进以境内期
货特定品种为主的期货市场开放，扩大特定
品种范围，探索境内期货产品结算价授权等
多元化开放路径。要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
效人才政策，创新人才培育使用机制，促进
人员往来便利化。

《意见》强调，各有关地方、各部门要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加大改革攻坚
力度，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有关地方
要强化主体责任，加大项目、资金、人才等
投入力度。各部门要加强分类指导，结
合实际把有关改革事项放到自由贸易试
验区先行先试。商务部要加强统筹协
调，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跟踪问效和经验
复制推广，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
顺利实施。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的意见》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齐琪）记
者21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2024年全国
法院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53万件，审
结54万余件，结案数、审限内结案率平稳上
升，审判质效持续提升。

当日，最高法发布《中国法院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状况（2024年）》及8件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典型案例。其中显示，人民法院依法

运用诉讼保全、惩罚性赔偿等制度，显著提
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2024年全国法院
在460件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中适用惩
罚性赔偿，同比增长 44.2%。最高法在“新
能源汽车底盘”技术秘密侵权案中依法适用
惩罚性赔偿，判赔金额达6.4亿余元。

在加强商标司法保护方面，2024 年人
民法院审结商标行政一审案件 24979 件。

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及侵权仿冒，加大地
理标志商标权利及驰名商标、传统品牌、老
字号保护力度。最高法审理“五常大米”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侵权案，明确判断侵害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权需要考虑的因素，依法遏制
侵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行为。

此外，人民法院加强版权司法保护，完
善著作权案件裁判规则，提升著作权案件审

判质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化解两家头部
企业互诉的近300起著作权侵权案件，涉案
金额47.6亿元。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下一
步，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职能
作用，以高水平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新质
生产力加快发展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贡献
司法力量。

审结54万余件

2024年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质效持续提升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唐健辉）
记者21日从国家民委获悉，国务院学位办
近日复函国家民委，支持新增中国人民大学
等15所高校自主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
叉学科建设。

据了解，这是继中央民族大学获批首个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试点后，设
立的第二批试点，初步形成“1+15”格局，实

现了该学科在区域、类型和研究方向上的整
体布局。

国家民委会同教育部综合考虑高校类型、
地域分布、优势学科等因素，确定了第二批自
主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的15
所高校，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
学、山东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暨南大学、新疆
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黑龙江大

学、中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
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

近年来，为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相
关高校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融入学科建
设，着力突破单一学科知识局限，综合运用
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历史学、民族学、社

会学等多学科理论、方法，聚力中华民族共
同体理论体系构建，在理论研究、教育教学、
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下一步，国家民委将会同教育部指导试
点高校切实做好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课程
构建、教材编写、师资培养、学生教育等各项
工作，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办
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

新增15所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试点高校扩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