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
4月10日发布。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意见
明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
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
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
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

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
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
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
强支撑。

根据意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
场的工作原则是：立足内需，畅通循环；
立破并举，完善制度；有效市场，有为政
府；系统协同，稳妥推进。主要目标是：

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
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
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
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
竞争合作新优势。

意见坚持问题导向、立破并举，从
六个方面明确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
市场的重点任务。从立的角度，意见明
确要抓好“五统一”。一是强化市场基

础制度规则统一。二是推进市场设施
高标准联通。三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
资源市场。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
高水平统一。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
统一。从破的角度，意见明确要进一步
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意见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完善激
励约束机制，优先推进区域协作，形成
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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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发布

本报讯 记者钟艳平 禁售除烟草
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
雾化物的电子烟，不含烟碱的电子烟
产品不得进入市场销售……为解决
当下电子烟市场与产业存在的问题，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4月8日，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发 布 GB
41700—2022《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
准。围绕《电子烟》国家标准内容特
点以及公众关注的一系列电子烟问
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进行相
关解答。

《电子烟》国家标准出台

据了解，电子烟自2003年在中国
诞生以来，便以戒烟产品或烟草替代
品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并一直
打着“安全”“时尚”等标签，吸引了大
量青少年“入坑”尝试。然而，电子烟
在国内既不属于医药产品，也不属于
烟草制品，其安全性也一直备受争
议。为此，近年来，我国相关部门不
断加大对电子烟的监管力度。

2021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实施条例〉的决定》（国务院令第750
号），增加第六十五条，“电子烟等新

型烟草制品参照本条例卷烟的有关
规定执行”。2022年3月11日，国家
烟草专卖局制定发布了《电子烟管理
办法》，将于5月1日正式施行，办法
提出“电子烟产品应当符合电子烟强
制性国家标准”。而此次，《电子烟》
国家标准地制定正是落实上述法律
法规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电子烟监
管体系的重要技术支撑。

禁售水果、食品、饮料等调
味电子烟及无烟碱电子烟

电子烟市场火爆，除了商家“电
子烟对身体损害小”“电子烟能辅助
戒烟”等宣传外，也因其标新立异的
香型和口感收获了众多消费者青睐，
而今后这类吸引大众的水果、饮料等
调味电子烟或将成为过去式。

《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禁止销
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
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此次《电
子烟》国家标准也特别提出，规定电
子烟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等
的电子传送系统”，将不含烟碱的电
子烟纳入电子烟定义范围；鉴于水
果、食品、饮料等调味电子烟和无烟
碱电子烟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吸

引力，容易诱导未成年人吸食，标准
明确规定不应使产品特征风味呈现
除烟草外的其他风味，并明确要求
“雾化物应含有烟碱”，即不含烟碱的
电子烟产品不得进入市场销售。

此外，《电子烟》国家标准提到，
标准依据添加剂的使用原则，经过充
分安全风险评估论证、实验验证并广
泛征求意见后，明确列出了允许使用
的101种添加剂，纳入添加剂“白名
单”。

《电子烟》国家标准将于10
月1日正式实施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介绍，考虑
到《电子烟》国家标准发布后，电子烟
生产企业需要根据标准要求对产品
进行合规性设计，完成产品改造，并
向有关部门申请产品检测和技术审
评等工作，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设定了5个月的实施过渡期，标
准将于今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标准正式实施后，市场上销售的
电子烟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在
实施过渡期期间，电子烟生产企业要
开展标准的宣贯培训，尽早实现产品
达标。

《电子烟》国家标准出台
禁售调味电子烟及无烟碱电子烟

本报讯 张雯雯 王岚 余丹 疫情
下，进口冷链食品安全正面临巨大挑
战。日前，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在线上组织召开“进口冷
链食品追溯”系列国家标准制定启动
会。会议通报将立项相关国家标准四
项，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主持起草其
中一项，同时将深入参与其他三项国
家标准的制定。

“‘可追溯’无疑是本次立项国家
标准的核心词。”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
专业人士朱跃峰介绍，当前，进口冷链
安全监管面临极大压力：境外，因为跨
境冷链具有周期长、涉及多国联动操
作、操作环节和主体繁多等特点，质量
风险识别难度大；境内，存在入境港口
众多、前端把控薄弱、境内流通链条复
杂、冷链运输卫生严峻、跨省市冷链信

息衔接管理不畅等问题。“所以我们亟
需监管手段的升级，监管流程的优化，
全流程信息的采集与处理能力提升，
实现对各个环节的把控。”

据了解，此次启动制定的系列国
家标准分别是《进口冷链食品追溯 追
溯信息管理要求》《进口冷链食品追溯
追溯系统数据元》《进口冷链食品追溯
追溯体系通则》《进口冷链食品追溯 追
溯系统开发指南》，涵盖追溯体系构
建、追溯信息管理、追溯系统开发、追
溯数据共享应用和追溯系统数据元等
各方面，为进口冷链食品相关企业建
立追溯系统提供一张清单，为我国进
口冷链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创新提供一
定思路，在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对保障
民生、稳定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提供技术保障。

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是《进口冷
链食品追溯 追溯系统数据元》国家标
准起草组组长。记者了解到，所谓数
据元，就是用一组属性描述其定义、标
识、表示和允许值的数据单元。“我们
的工作，就是为追溯系统间的数据快
速交换及共享提供标准支撑，规定进
口冷链食品追溯系统的数据元表示、
数据元模型、数据元目录、数据元扩
展等内容，相当于为追溯明确各项指
标，是实现数据交换的基础。”朱跃峰
说，全国物流信息管理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将该项标准制定组织起草任务
交给宁波，一方面说明浙江省、宁波
市的进口冷链监管走在全国前列，有
不少值得全国借鉴学习的经验；另一
方面也是对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技术
能力的肯定。

四项“进口冷链食品追溯”国标启动制定
本报讯 乔金亮 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了

国家级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繁基地认定结
果，我国国家级育制种基地达到216个，覆盖
了粮棉油糖果菜茶等重要农作物。

这是落实中央种业振兴决策部署的重
要举措，也是2013年认定国家级杂交水稻和
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以来首次进行动态
调整，并适当扩大认定规模。

据介绍，此次基地认定坚持大稳定小调
整。在作物范围上，适当增加了水稻、小麦、
大豆、油菜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繁基地数
量。在区域布局上，重点支持优势产区，兼
顾不同生态区用种需求，扩大了南繁冬夏繁
基地范围，安排了东北极早熟玉米、西南热
带血缘玉米制种基地。此次认定取消了少
数产能下滑严重、制种大县奖励政策实施不
力的县（市、区）的国家级制种大县资格。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实施制种大
县奖励政策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提高基地规
模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力争到2025年
国家级制种基地供种保障能力达80%以上。

本报讯 刘潇潇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通
报了2021年国家标准物质专项监督检查情
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食品安全、生产
安全、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共对258家获得
国家标准物质定级证书机构中的7712种标
准物质进行了现场监督检查。

通过监督检查发现，部分标准物质研制
生产机构存在标准物质制备定值原始记录
不完整、质量管理体系运行不到位、标准物
质证书标签使用不规范、测量仪器不具备溯
源性等问题，其中市场监管部门责令27种标
准物质不得销售和向外单位发放，注销18种
标准物质。

在监督检查工作中，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积极作为，创新监管手段，架起政企沟通“连
心桥”，构建技术帮扶“直通车”，督促和引导
标准物质研制生产机构落实主体责任，按照
标准物质相关制度和计量技术规范要求，强
化标准物质合规生产和质量内部管控，保障
量值准确可靠。

据悉，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开
展标准物质提质培优行动，严格标准物质定
级审批，压实标准物质研制生产机构主体
责任，创新和加强标准物质事中事后监管，
严厉打击标准物质领域各类违法违规行
为，切实推动标准物质高质量发展。

市场监管总局全面
加强标准物质监管

国家级育制种基地
增至216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