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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21日表示，近期，美
国打着所谓“对等”旗号对所有贸
易伙伴滥施关税，同时又胁迫各方
与 其 开 启 所 谓 “ 对 等 关 税 ” 谈
判。这是打着“对等”的幌子，在
经贸领域推行霸权政治、实施单边
霸凌。绥靖换不来和平，妥协也得
不到尊重。为一己一时私利，以损
害别人利益来换取所谓豁免是与虎
谋皮，最终只能是两头落空，损人
不利己。

有记者问：据多家境外媒体报

道，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
准备在关税谈判中向其他国家施
压，要求其他国家限制与中国的贸
易往来，以换取美方关税豁免。请
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
闻发言人作出上述回应。

发言人说，中方尊重各方通过
平等磋商解决其与美方的经贸分
歧。中方认为，各方在“对等关
税”问题上应站在公平正义的一
边，应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应捍
卫 国 际 经 贸 规 则 和 多 边 贸 易 体
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方坚决

反对任何一方以牺牲中方利益为代
价 达 成 交 易 。 如 果 出 现 这 种 情
况，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对等地
采取反制措施。中方有决心有能力
维护自身权益。

发言人表示，面对单边主义和
保护主义冲击，谁都无法独善其
身。国际贸易一旦回归弱肉强食
的“丛林法则”，所有国家都会沦为
受害者。中方愿与各方加强团结协
调，携手应对，共同抵制单边霸凌
行径，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捍卫国
际公平正义。

商务部回应美国以关税手段
胁迫其他国家限制对华经贸合作

新华社北京 4月 21 日电 （记
者 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 21 日发
布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全国登
记在册民营企业超过5700万户，占
企业总量的 92.3%。一季度全国新
设民营企业 197.9 万户，同比增长
7.1%，超过过去三年平均增速。

一季度，全国新设“四新”经
济民营企业 83.6 万户，占同期新设
民营企业总量的四成以上，同比增
长 1.4%。其中，互联网与现代信息
技 术 服 务 企 业 增 长 最 快 ， 达 到
18%。新设“数字经济”民营企业
27.4 万户，占新设民营企业总量的
13.9% ， 其 中 的 “ 数 字 产 品 服 务

业”增速最快，几乎是去年的 2.5
倍。截至 3 月底，我国“四新”经
济民营企业共 2267.8 万户，成为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

民 营 企 业 展 现 强 大 创 新 活
力。通过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转
型和全球化布局，民营企业持续提
升核心竞争力。一季度，新一代信
息 技 术 产 业 新 设 民 营 企 业 9.4 万
户 、 高 端 装 备 制 造 业 新 设 4.6 万
户、人工智能软件研发类新设 25.4
万户、银发经济类新设超过 1 万
户。此外，在民用航空、量子信
息、人形机器人等领域，民营企业
均展现出充沛活力。

个体工商户展现出充沛的内生
动力。一季度，全国新设个体工商
户394.9万户。其中，第一、二、三产业
新设数量分别为 26.3 万户、19.3 万
户、349.3 万户。截至 3 月底，第三产
业个体工商户达到1.11亿户，占个体
工商户总量的比例接近九成。

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
成效凸显。截至一季度末，各地已
完成分型判定“生存型”个体工商
户6438.2万户、占比83.1%，“成长
型”个体工商户 1004.1 万户、占比
13%，“发展型”个体工商户 304.2
万户，占比 3.9%。全国已认定 14.2
万户“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

全国登记在册民营企业超过5700万户

在呼和浩特市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内，机械臂进行包装作业。 新华社记者 马金瑞 摄

新华社北京 4月 21 日电 （记
者 赵文君） 市场监管总局 21 日发
布数据，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
营主体 606.3 万户。其中，新设企
业210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94.9
万户，新设农民专业合作社 1.4 万
户，多种经营主体均呈现稳定增长
势头。

民 营 和 外 资 企 业 发 展 势 头 良

好。一季度，新设民营企业同比增
长 7.1%，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
4.3%。多种所有制企业发展态势良
好，显示市场预期持续改善，企业
投资信心有效提升。

产 业 结 构 进 一 步 优 化 。 一 季
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 32.2 万
户、第二产业新设 46.8 万户、第三
产 业 新 设 527.3 万 户 。 截 至 3 月

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
业2491.8万户，同比增长6.2%，占
企业总量的40.1%。

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经营主体
发展需求，持续完善市场准入退出
制度，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
设，着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持续优化涉企政务服务，进一
步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发展活力。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60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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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全国法院新收
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近53万件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
者 戴小河） 国家药监局、海关总
署日前联合发布关于允许进口牛黄
试点用于中成药生产有关事项的公
告，对来自不存在疯牛病疫情禁令
的国家或地区，且符合我国海关检
疫要求和药品质量检验要求的牛
黄，允许其试点用于中成药生产。

试点区域为北京、天津等 12
个省、区、市，试点期限设定为公
告发布之日起2年，到期后根据试
点工作情况，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
进牛黄进口使用相关工作。

公告明确提出对牛黄进口申请
人的要求，牛黄进口申请人应当为
试点区域内处方含牛黄的中成药品
种的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进口的
牛黄除进口申请人自用于相关中成
药的生产外，同一集团公司试点区
域内的控股企业也可使用已进口的
牛黄。集团内部应当明确界定各企
业在牛黄进口及使用过程中的责任
和义务，确保进口的牛黄仅用于集
团内部指定企业相关中成药的生
产，不得对外销售。

两部门发文
允许进口牛黄试点
用于中成药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