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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合肥电（记 者 刘美
子）支持市场主体承担或者参与
重大科技项目；完善新能源汽车
领域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
享；赋予新能源汽车创新团队和
领军人才更大“自主权”……《安
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
条例》28 日经安徽省十四届人大
常 委 会 第 六 次 会 议 表 决 通 过 。
条例围绕安徽把汽车产业作为

“首位产业”这一定位，对依法推
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进
行了多项探索。

“作为全国首部省级层面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专项立法，条例

在创新引领、产业链提升、场景
拓展、开放合作、支撑保障等方
面做出规定。”安徽省人大常委
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走
在全国前列，掌握了电池、电机、
电控等核心技术，在智能化技术
上 取 得 了 突 破 ，培 育 招 引 了 蔚
来、大众(安徽)、比亚迪等一批整
车企业，但在零部件产业规模、
研发创新能力、产业集聚力等方
面仍存短板。

条 例 中 明 确 ，鼓 励 、支 持 组
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联合体、
创新联盟等方式，开展新能源汽

车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
务；支持市场主体承担或者参与
国家级、省级、市级重大科技项
目；鼓励开展与新能源汽车相关
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跨
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支持开展
氢内燃机、甲醇制氢、固态电池、
碳化硅半导体等新技术研发应
用。

为 完 善 新 能 源 汽 车 先 进 科
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条例中涉
及鼓励社会资本设立新能源汽
车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服务机构，
完善新能源汽车领域大型科学
仪器设施开放共享激励机制，推

动科研项目立项和组织管理方
式改革，赋予新能源汽车创新团
队和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
定权和经费使用权等多项创新
举措。

聚 焦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中的难点堵点，条例还就场景拓
展、开放合作、支撑保障等方面
做出规定。在促进产业链提升
上 ，条 例 明 确 要 培 育“ 链 主 ”企
业，鼓励、支持新能源汽车企业
开展电池碳足迹和绿色低碳技
术研发应用，鼓励整车企业、动
力电池领域企业开展废旧产品
梯次回收利用等。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任沁沁）记者 30 日从公安
部交管局获悉，元旦假期首日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
稳有序。截至 30 日 18 时，除局部地区个别路段因
流量饱和、恶劣天气造成出城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外，
未发生长时间、长距离、大范围交通拥堵和一次死亡
5 人以上交通事故。

从公安部交管局选取的 73 条高速公路 700 个
重要通道监测节点流量看，12 月 29 日 18 时至 30 日
18 时总流量 849.23 万辆次，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3.85%，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上升 24.71%；从公安部
交管局选取的 53 条国道 300 个重要通道监测节点
流 量 看 ，12 月 29 日 18 时 至 30 日 18 时 总 流 量
183.01 万 辆 次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上 升 21.37%，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上升 53.57%。

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群众出行以短途游、
走亲访友、聚会聚餐等出行需求为主。据中央气象
台预报，12 月 31 日至 1 月 1 日，内蒙古、新疆等地有
降雪，河北、山东、浙江、安徽、湖北等地有大雾天气。

公安部交管局提醒自驾出游驾驶人，节日出行要
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合理规划返程路线和时间，遇湿滑
路面要减速慢行，遇拥挤路段，切勿占用应急车道。驾
乘车辆在高速公路遇意外事件时，要“车靠边、人撤离、
即报警”，防止发生“二次事故”造成更大伤害。

伴随着新年的钟声，一批重
要新规自元旦起施行。以法治
之力保障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开
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
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药品经营
使用监管新规守护你我生命健
康 …… 全 新 的 2024 年 ，迎 来 法
治新气象。

保障推动爱国主义
教育广泛深入持久有效
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
教育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
行，保障和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广
泛深入持久有效开展。

根据本法，爱国主义教育的
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
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
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
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
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
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
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

本法要求充分利用各类资源
和各种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包括利用红色资源、文物古迹、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各类文化场馆
等资源，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奖励
和各种纪念庆祝、民俗文化活动，

通过升挂国旗、奏唱国歌、宪法宣
誓等仪式礼仪，通过文艺作品、新
闻媒体和信息网络平台载体等。

为未成年人营造清
朗网络空间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我
国首部专门性的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综合立法。

条例提出个人信息处理者严
格设定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访问权
限、开展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的要
求等；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
当建立健全网络欺凌行为的预警
预防、识别监测和处置机制，设置
便利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保存遭
受网络欺凌记录、行使通知权利
的功能、渠道。

强化药品经营和使
用全过程全环节监管

《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
管理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
施行。

办法强化药品经营和使用全
过程全环节监管，进一步明确各
层级药品监管部门的职责划分，
明晰跨区监管责任，丰富行政处
理措施，明确行刑纪衔接等要求。

办法对医疗机构药品的质量

管理部门和人员、储存和养护、药
品质量问题处理和召回、药品追
溯等作出规定。要求医疗机构和
其他药品使用单位建立药品质量
管理体系，对本单位药品购进、储
存、使用全过程的药品质量管理
负责。

增加行政复议便民
举措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复议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修订后的行政复议法增加多
项便民举措，为当事人申请、参加
行政复议提供便利，保障当事人
在行政复议中的各项权利。

行政机关通过互联网渠道送
达行政行为决定书的，应当同时
提供提交行政复议申请书的互联
网渠道。对当场作出或者依据电
子技术监控设备记录的违法事实
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
政复议的，可以通过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行政机关提交行政复议
申请。

着力解决涉外民事
诉讼案件“送达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决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近年来，人民法院审理的涉
外民事纠纷数量快速攀升，境外
当事人主动选择我国法院管辖
的案件日益增多。修改后的民
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涉外送达
的相关规定，着力解决涉外案件

“送达难”问题，提升送达效率，
切实维护涉外案件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完善涉外民事案件司法
协助制度，增设域外调查取证相
关规定等。

推进海洋环境监督
管理制度建设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洋环境保护法》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修订后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要
求，沿海地方人民政府对其管理
海域的海洋环境质量负责，实行
海洋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
评价制度，推进海洋环境监督管
理能力建设。

此 外 ，增 加 生 态 环 境 分 区
管控、重点海域综合治理、约谈
整 改 、信 息 共 享 、信 用 评 价 、查
封 扣 押 等 制 度 。 完 善 规 划 、标
准 、监 测 、预 警 、调 查 、环 评 、应
急等制度。

■新华社记者 白阳

新年到，这些重要新规元旦起施行

安徽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立法

元 旦 假 期 首 日 全 国 道 路

交通总体平稳有序

12 月 28 日，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组织警力前往辖区锚地、闸口、水上
服务区等重点水域开展送安全到船头活动，与船民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法治日报通讯员 濮方杰 摄
迎新年 送安全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齐琪）国际条约和国际惯
例在国内如何适用是人民法院涉外民商事审判面临
的重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28 日发布关于审理涉
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
解释，对如何准确把握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的适用
条件和范围进行了规范和指引。

这份司法解释共九条，体现了涉外民商事审判
中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遵循的善意履行条约义
务原则，尊重国际惯例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
社会公共利益原则。

例如，司法解释明确适用国际条约的裁判依据，
根据民商事领域国际条约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
关系和财产关系这一特点，依据对外关系法规定的
善意履约原则，司法解释明确海商法、票据法、民用
航空法、海上交通安全法等单行法调整范围以外的
涉外民商事案件以“参照单行法规定”的方式适用国
际条约，有效破解了涉外民商事领域适用国际条约
裁判依据不足的问题。

在涉多项国际条约时的适用原则上，针对司法
实践中存在的同一争议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国际
条约的情况，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国际
条约中的适用关系条款确定应当适用的国际条约。

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发布的司法解释
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提供裁判依
据，有效统一了法律适用标准，对于提升我国涉外民
商事审判质效、扩大我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
力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法

发布司法解释准确适用
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南京

立法支持民营企业承担
重大科技项目

新华社南京电（记者 柯高阳沈汝发）记者从28日
举行的南京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获悉，
会议二审通过新修订的《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明确提出支持民营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鼓励民营
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承担重大科技项目。

修订后的《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共 10 章、
76 条，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产业科技
创新、科技人才、科技创新平台、区域科技创新与开
放创新合作、科技金融、科技创新环境以及法律责任
等八个方面对科技创新工作进行了规定。条例将报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实施。

条例还提出，确保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经费的增
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确保财政
对科技投入的力度只增不减，加大财政科技资金对
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同时优化科学技术计划项目
经费拨付机制，扩大项目经费管理负责人自主权。
项目承担单位可以将间接费用全部纳入绩效考核安
排，强化对创新人才、创新团队的激励。

此外，为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市场化，条例
鼓励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探索通过先
使用后付费方式将科技成果许可给企业使用。科学
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
的科技成果在一定时期内没有转化的，可以按照有
关规定免费向企业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