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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 8日电（记
者 周圆 张辛欣）记者 8 日从工
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根据日前印
发的 2025 年工业和信息化标准
工作要点，今年将围绕健全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完善新兴
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前瞻布局未
来产业标准研究，制定行业标准
1800 项以上，组建 5 个以上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化技术组
织。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将围绕筑牢产
业发展安全底线，编制工业和信
息化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建设指
南，组织编制强制性国家标准100
项以上。围绕推动产业全球化发
展，支持100项以上由我国企事业
单位牵头制定的国际标准，全行
业国际标准转化率达到88%。

工作要点对新兴产业标准建
设工作进行了部署，明确优化完
善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北斗
导航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加
快构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标准体
系，推进5G-A、低空信息基础设
施、6G、量子保密通信等标准研
究。

此外，还将开展先进金属、先
进非金属、先进高分子等新材料，
关键零部件、智能化网联化技术、
全生命周期管理等新能源汽车，
特殊行业应用等机器人，高档数
控机床、医疗装备、安全应急装备
等高端装备，绿色智能船舶、深海
极地装备等船舶与海洋工程装
备，低空产业、大飞机等民用航空
标准体系建设。

工业和信息化部：

今年将制定行业
标准1800项以上

新华社记者 王鹏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既关乎当下，更利于长远。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构
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
体系的意见》，对构建高质量就业服务体
系、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有
关工作作出部署。

为何出台这份意见？

高校毕业生是党和国家宝贵的人才
资源，其就业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我国
高等教育迈入普及化阶段，高校毕业生
规模持续增长，从2022年起连续三年突
破千万，已成为我国城镇新增就业绝对
主体。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司）负责人介绍：“围绕促进高等
教育人才供需适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有力人才支撑，迫切需要突
出问题导向，着力破解供需适配、服务升
级、机制优化等方面问题。”可以说，这份
意见出台正当其时。

意见有哪些新部署新举措？

从具体内容看，意见提出优化培养

供给体系、强化就业指导体系、健全求职
招聘体系、完善帮扶援助体系、创新监测
评价体系、巩固支持保障体系等“六大体
系”，涉及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过程的多
环节各方面，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
充分就业提供了坚实保障。

其中，意见把优化培养供给体系放
在构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
的首位——

聚焦人才需求侧，提出科学研判人
才发展趋势及供需状况，建设人才需求
数据库，定期发布急需学科专业引导发
展清单等。

聚焦教育供给侧，提出动态调整高
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引导高校
明确办学定位、分类特色发展等。

“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对得上，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才能做得好。”北京高校
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匡校震
说，“各行业主管部门应该和教育部门携
手合作、共享信息，让人才需求数据库信
息更充分、更准确，进而推动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更加
契合。”

求职招聘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
环节，意见在健全求职招聘体系方面提
出一系列举措，更好满足高校毕业生对
高品质服务的需要。

推动校内外招聘资源共享，建设一

批区域性、行业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
实施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支持校企
联合培养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统筹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招聘
（录）高校毕业生时间安排；支持民营企
业稳岗拓岗，深挖吸纳就业潜力……意
见突出精准便捷导向，注重发挥校园招
聘活动对促进人岗对接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一段时间以来，已经有不少
地区和高校在健全求职招聘体系方面持
续探索，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例如，湖
南大学举办春季行业—专业精准对接系
列供需洽谈会，邀请400余家重点单位来
学校招聘，提供岗位1万余个；浙江省教
育厅精心组织“万企进校园”系列校园招
聘活动，积极对接24365就业平台，连通
全省各高校就业服务平台，实现岗位信
息共享。

“意见围绕校园招聘服务提出了明
确要求，指导我们在供需对接‘准’的目
标和渠道拓展‘广’的目标上下功夫。”贵
州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杨敏说，“我们
一方面邀请长期合作的友好企业来校招
聘优秀毕业生，另一方面通过共建就业
实习实践基地等方式与用人单位‘双向
奔赴’，不断挖掘优质就业岗位。”

围绕困难毕业生群体就业，意见也
推出诸多务实举措，提供暖心服务。

例如，意见提出，要为脱贫家庭、低

保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
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间
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帮扶对象提供服
务和援助；及时向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
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实施“宏志助航”
就业能力培训项目，有序扩大培训覆盖
面，提升培训帮扶实效等。

如何推动意见部署更好落到实处？

意见明确提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要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制度，结合
实际抓好意见贯彻落实；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牵头制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负责离校后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等。

记者了解到，教育部正部署各地各
高校抓住春季促就业工作攻坚期，在3月
至 4 月深入开展 2025 届高校毕业生“春
季促就业攻坚行动”，加快组织校园招
聘，精准开展就业帮扶。

“下一步，教育系统将围绕意见提出
的‘六大体系’，推出系列具体实施方案，
有序推动意见部署各项任务落实，全力
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
部高校学生司（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司）
负责人说。

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事关高校毕业生就业，这份意见作出部署

据新华社北京4月9日电（记者 赵文
君）记者9日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

《自然人网店管理规范》，对自然人网店进
行全流程全链条规范，填补自然人网店管
理法律制度规则的空白。

自然人网店是指在网络交易平台上销
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或从事
便民劳务、零星小额交易等类型经营活动
的依法免予登记的自然人主体。据市场监
管总局统计，目前，自然人网店约占平台内
经营者总量的57%。

由于自然人网店依法免于登记，各平

台对自然人网店入驻平台、信息公示、运营
检查、权利救济、退出平台等管理标准不统
一，发生问题后往往找不到人、查不到事，
难以有效追责。

管理规范以推荐性标准的形式，推动
构建网络交易平台对自然人网店“统一入
驻标准、统一运营规则、统一退出机制、统
一数据报送标准”的“四个统一”管理框架，
实现对自然人网店全流程全链条规范，引
导自然人网店健康规范发展。

在促进自然人网店发展壮大方面，管
理规范简化并统一了入驻时提交材料的要

求，促进了便利化开店；提出权利救济、维
权援助、信用正向激励等推荐性内容，为自
然人网店稳步发展保驾护航。

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管理规范完
善了平台对自然人网店的基本数据采集要
求，在发生交易纠纷的情况下，能找到责任
人。同时，将网络交易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包括自我声明公示要求、消费者投诉、评价
信息管理、合规性管理等，以标准条款的方
式指导平台落地实施，遏制刷单炒信、虚假
流量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自然人网店管理新规出台

4月8日，西安辅轮中学学生在阳光体育大课间30分钟练习腰鼓。
西安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积极扩展学生课间活动时长，丰富课间活动

内容，通过课间15分钟、阳光体育大课间30分钟等形式，鼓励学生走出教
室、运动起来。 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西安：“阳光课间”赋能学生身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