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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负面清单“瘦身”折射出什么
宋宁华

新民眼
负面清单，这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首创

性改革，又迎来关键节点。
9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4年版）》，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
施由31条减至29条，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
限制措施实现“清零”。
无独有偶，9月10日，国新办举行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了《关于以高水
平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其中明确提出，在全国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
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服务贸易开放制
度体系。
从2013年首张负面清单“出炉”时的190

条，到如今“瘦身”为两位数，这不仅仅是数字上
的“减法”，更是制度型开放的重大突破。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播撒的“良种”中，

“负面清单”是被企业最频繁提及、让企业获
得感最多的制度创新之一。这项对标国际
规则的改革举措，对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
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给予外商投资企
业国民待遇。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中国
逐步实现外资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为对外
开放带来了强大的正面效应。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中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
机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以制度型开
放、外贸体制改革、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
理体制改革、区域开放布局、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机制等作为战略抓手，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这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
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如今，负面清单改革正进入纵深阶段，

也将面临更多更难啃的“硬骨头”。当前，国
际经贸规则正进行新一轮调整，以《全面与
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
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为代表的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我国对外开放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扩大服务业对外开
放将有助于提升服务业多元化供给能力，而
对标国际，我国目前在服务领域的开放水平
仍有待提高。
更高水平开放，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对标

国际规则，还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尤其是随着跨境数据贸易等蓬勃发展，越来

越多跨国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常常涉及
数据跨境，需要符合国家网络安全法等相关
法规。本周，上海市互联网业联合会网络和
数据安全委员会浦东新区分会成立仪式上，
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试点制定数据分
级分类，并建立白名单、负面名单等方式，指
导企业有效安全开展数据跨境。通过积极推
进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定工作，推
动数据跨境高效便利安全流动，并在数字贸
易国际规则构建中争取更强话语权。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

越大。”这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也是
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透过负面清单变
迁的“小窗口”，折射出中国更加透明、稳定、
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努力让外资企业不仅可
以“进得来”，而且能够“发展好”，在中国实
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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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西路上车辆总是川流不息，人行道上行人
步履匆匆，将繁华都市的快节奏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就坐落在延安西路上的中国气象局上海物资
管理处里的国家气象计量站能见度计量检测实验
室（上海），却是一方别样的宁静天地。
这里没有外界的嘈杂，只有专注与探索。作为

上海最会“腾云驾雾”的实验室，同时也是我国首
个、最大的能见度仪检测与标校业务实验室，它就
似犀利的“眼睛”，精准校验着遍布全国高速公路、
高楼大厦等城市各个角落的大气能见度仪器，为气
象现代化和城市安全默默奉献着。

7分钟内超声波起雾
一个长20米、宽3.5米、高3米的

能见度环境模拟方舱是实验室的主

体，静静伫立在物资管理处办公楼一

楼的玻璃隔间内。“大家伙”其貌不扬，

却由5000多个零件、10节舱体组成，

里面设有40多组光学电控设备。“这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能见度模拟舱，在

国际上也不多见。”标准与技术发展科

科长隋一勇说，“能见度是浓雾、霾等

天气判断的主要气象要素。以前，国

内外对于能见度仪器的检测大多放在

户外，但这就得靠天吃饭。再加上受

到刮风、下雨、灰尘等很多不可控因素

影响，检验效率并不高。”2014年，中国

气象局上海物资管理处探索建设我国

首家能见度计量检测实验室，光图纸

就设计了500多份。2016年，实验室

投入试运行。

和往常一样，上午10时，隋一勇

按下操控台上的起雾按钮，为舱内7

台设备打造“腾云驾雾”的环境。方舱

内，超声波起雾装置发出轻微的嘶嘶

声。透过舱门上约30厘米见方的玻

璃窗，细密的水雾缓缓出现，如同薄纱

般在空气中轻轻飘荡。随后，慢慢聚

在一起，方舱内渐渐朦胧，仿若云雾笼

罩的仙境。不到7分钟，方舱内被浓

雾填满，看不清里面原本的模样。“舱

体内，顶部设有正压静压舱，底部设有

负压静压舱。上下静压舱内均设有多

气口分布式管路结构，检测每个气口

附近的空气流速和气压变化，调节电

控阀门使测量数据保持在一定范围，

提高喷雾和回风的均匀性。尤其是喷

雾时，水颗粒物先输送至正压舱，待充

分扩散后再均匀沉降至仪器测量区

域。”隋一勇说，如今，在实验舱里，7分

钟左右就能人工模拟出10米以下的

能见度环境，30分钟内能见度又能迅

速升至10公里以上，高浓度水雾环境

可均匀、稳定地维持30分钟。

检测犹如做精密手术
在方舱内进行检测工作就如同一

场精密的手术，综合运用科学方法及

专业技术对气象业务使用的透射式能

见度仪、前向散射式能见度仪进行检

测校准。“其实，整个检测工作并不算

复杂，调整方舱内参数，安装、调试待

检仪器，最后，处理分析数据并给出检

测报告。”然而，校验能见度仪器，实际

上要和光打交道，很容易受到外部环

境细微变化的影响，不仅舱体里的温

度、湿度需要精确控制，外界的光线和

噪声也会带来干扰，让检验“卡壳”。

因此，看似简单、重复的检验工作，全

仰仗王华和同事们这几年来小心翼

翼、一丝不苟地积累。

目前，实验舱内能一次性同时检

测8到10台仪器。为了让仪器不受干

扰，每个检测台附近都摆放涂有吸光

材料的黑色锥筒。“能见度仪器的工作

原理是测量大气中的消光系数或散射

光的强度来确定能见距离。锥筒的作

用就是吸收散射出来的光，以确保各

个仪器之间不受相互光的干扰。”“90

后”王华是实验舱“掌舵人”之一。毕

业于计量专业的她是物资管理处这几

年引进的专业人才。

在造雾之前，王华忙着调整仪器和

锥筒位置，每次不超过1度的调整全凭

经验。她的眼神专注而锐利。她熟练

地连接线路，调整参数，让仪器在云雾

中准确地工作。实验室里安静极了，只

有仪器的轻微声响和他们偶尔的低语

声。检测过程中，王华和同事们需时刻

保持高度的专注和耐心，不仅要关注数

据变化，还要注意环境因素对检测结果

的影响。有时，他们要在狭小空间里操

作复杂的设备，就像在迷宫中寻找出

口。动作必须精准，否则可能导致检测

结果有误差。“能见度仪器的标准校准

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开始，你不知道

锥筒该调成什么角度，也吃不准为什么

后台数据传输不稳定。”一次，王华发现

一台能见度仪读数异常，她不断调整锥

筒角度，在小小的实验室里走出了六七

千的步数后，终于在不断精调中使仪器

的读数恢复正常。

盼建立计量检定国标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多

的国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雾霾

等天气发生的频率和严重程度有增加

的趋势，对人们的生活、生产影响越来

越大。秋冬季的高速公路等区域易出

现团雾，也是一种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的低能见度天气。能见度，是反映大

气透明度的一个指标，更是对航空、航

海、陆上交通以及军事活动等都有重

要影响的气象要素。透射式能见度

仪、前向散射式能见度仪等测量大气

能见度的自动化测量仪器的使用，不

断提高气象观测自动化水平，使能见

度观测更为客观、定量和规范，更好满

足预报、服务和科学研究的需要，在气

象防灾减灾中发挥巨大作用。隋一勇

说：“近年来，我国所有的国家级气象

观测站、环境气象站、交通气象观测站

都已经配备了前向散射式能见度仪。”

本以为容易起雾霾的秋冬季是实

验室的旺季，没想到，为了让城市更“能

见”，实验室现在一年到头都没有闲暇

时光。记者在实验室看到，实验室地上

整齐地摆放着20套刚检测完毕的来自

全国气象部门的能见度校准片，舱外的

工作台上还放置着待检的五六台仪

器。“能见度实验室，虽然不直接参与气

象站、交通站等站点观测，但是，承担了

全国气象部门的能见度校准版检测，受

理企业的前散式能见度仪CNAS（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证）测试，

还要与高校开展联合试验。”

隋一勇说，以前，能见度仪并没有

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不同的设备观

测数据存在不小的误差，曾送到实验

室标校的两个产品的能见度测量结果

居然差了1倍。因此，实验室把所做

的检测和校验摸索总结出一套成果，

主持编制一套《前向散射式能见度仪》

的气象行业标准，并于2024年4月1

日实施。“目前，实验室对1.5公里以下

的能见度校准相对误差控制在10%以

内，1.5公里到10公里的能见度校准相

对误差为20%以内。如果送检的设备

先进，相对误差可以缩小到5%以内。”

但隋一勇说，实验室仍在不断探

索的“成长期”，“未来，实验室将在现

有能力基础上，加大对能见度量值源

体系的研究，争取建立我国能见度计

量检定标准，实现能见度量值传递的

准确、统一”。 本报记者 马丹

■ 科研人员在用微光夜视仪
调整设备光路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