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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
犯罪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记
者就《意见》有关情况专访了国务院打击
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
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务院联席
办”）有关负责人。

问：请介绍制定出台《意见》的背景。
答：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

十分严峻，已成为发案最多、上升最快、
涉及面最广、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犯
罪类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打击治
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全国公安机关全
链条重拳打击涉诈犯罪生态系统，全方
位筑牢技术反诈防护网，全领域铲除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滋生土壤，全维度强力
挤压涉诈犯罪生存空间，取得了明显成
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快速上升的
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同时我们也看到，打击治理电信网
络诈骗违法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
问题，当前金融、电信、互联网等行业常
被不法分子利用作为诈骗渠道，重点地
区综合治理也有待加强，亟需在全面总
结近年来打击治理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做好顶层设计。中央层面制定出台《意
见》，有利于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
导、部门主责、行业监管、有关方面齐抓
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有效提升打击治理能力，坚决遏制电信
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多发高发态势，使人
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问：请介绍起草《意见》的总体思路。
答：我们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文件

时，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将

党中央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
犯罪工作的部署要求作为根本遵循，坚
持多管齐下、多策并举，齐抓共管、形成
合力，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多发高发态势。二是切实提高政法机关
打击效能。坚持全链条纵深打击，健全涉
诈资金查处机制，强化法律支撑，加强国
际执法司法合作，不断提升对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的打击效能。三是切实加
强行业监管源头治理责任。强化金融、电
信、互联网等行业主管部门的技术反制
和预警监测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安全评
估、责任追究、信用惩戒等制度，进一步
明确金融、电信、互联网行业的监管责
任，推动相关行业强化源头治理。四是落
实属地管控综合治理责任。通过明确主
体责任，加强犯罪源头地综合整治等措
施，充分发挥属地在清除涉诈黑灰产业
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问：《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制定印发《意见》是深入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意见》
是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
工作的重要规范性文件，为做好今后一

段时期打击治理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意见》围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
犯罪工作，着重提出要做好五个方面的
工作。

第一，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从近年来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违法犯罪的情况看，必须把依法从
严惩处、全链条纵深打击作为首要任务，
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持续重拳出
击，形成有效震慑。《意见》明确提出，政
法机关要依法严厉打击幕后组织者、出
资人、策划者，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违法
犯罪提供转账洗钱、技术平台、引流推
广、人员招募、偷越国（边）境等服务的组
织和人员，以及买卖银行卡、电话卡、公
民个人信息、企业营业执照信息等关联
违法犯罪。明确政法机关要健全涉诈资
金查处机制，最大限度追赃挽损。

第二，构建严密防范体系。快破案不
如不发案，多追赃不如不受骗。《意见》从
强化技术反制、预警劝阻、宣传教育等三
个方面，全面落实“防范为先”理念。明确
相关行业主管部门、金融机构、电信业务
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要提升技术
反制能力，完善风险控制措施，建立完善
预警劝阻专门系统，及时发现潜在受害
群众。明确各地要建立全方位、广覆盖的
反诈宣传教育体系，形成全社会反诈的
浓厚氛围。

第三，加强行业监管源头治理。总的
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是
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必须把行业

治理作为重要内容，金融、电信、互联网
等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行业治理，让电
信网络诈骗无处生根。《意见》明确提出
要建立健全行业安全评估和准入制度，
不符合安全评估和准入条件的，禁止从
业；要建立行业风险监测机制，提升风险
识别拦截能力，及时采取管控措施；要建
立实施电话用户在网积分管理和行业黑
名单制度，对频繁应用于涉诈领域的高
风险业务进行清理整顿；要严格落实网
络账号实名登记等安全管理制度和技术
措施，及时发现、处置异常网络账号和网
络黑灰产业信息。明确要建立健全行业
主管部门、企业、用户三级责任制，建立
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制度。

第四，强化属地管控综合治理。实践
证明，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具有地域
性特点，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窝点集
中的地区往往涉诈黑灰产业泛滥，行业
治理问题突出。加强犯罪源头地综合整
治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
关键一招。《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犯罪
源头地综合整治，及时发现、铲除犯罪窝
点，建立线索推送、举报渠道，清除本地
涉诈黑灰产业。

第五，加强组织实施。坚强有力的组
织领导是有效遏制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
罪的重要保障。《意见》明确提出要统筹
力量资源，加强综合保障，推进各级反诈
专门平台和反诈专业队伍建设，全面提
升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能
力水平。

国务院联席办有关负责人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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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
总体平稳。3月，70个大中城市
中，各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趋稳；一季度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长 0.7％，比 1 月份至
2月份回落3个百分点。

房地产业规模大、链条长、
涉及面广，对国民经济发挥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2021 年，我
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为6.8％。

在疫情多点散发等多重因
素影响下，本轮房地产市场调
整面临新情况新挑战。从供给
端看，一季度全国房屋新开工
面积、土地购置面积分别下降
17.5％和 41.8％，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长缓慢；从需求端看，受
资金紧张、个别头部房地产企
业债务风险显现等影响，市场
预期转弱，购房者延缓入市。

今年以来市场分化更加明
显，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一些热
点城市市场回升预期逐步增
强，部分人口持续流出的城市
市场仍在低位运行。

应对新情况新挑战，各地
以支持首套刚性购房需求、合
理改善性需求、租赁住房需求
为着力点因城施策。100 多个
城市的银行根据市场变化和自
身经营情况，自主下调了房贷
利率；部分城市对生育二孩、三

孩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提高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限……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
圳、杭州等大城市的租房人口
占常住人口比例已达到40％以
上。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
租房需求，增加保障性租赁住
房供应。有数据显示，2022 年
全国基本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
投资总额预估约8500亿元。

引导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
和健康发展，必须牢牢守住“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这一定位。

需要指出的是，各地针对
房地产市场不同情况所作出的
相应调整，并非房地产调控政
策的翻转。要保持调控政策连
续性稳定性，增强精准性协调
性，努力实现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目标。

当前，个别头部房地产企
业债务违约风险仍然存在。对
此，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正依
法依规开展风险处置化解工
作，以“保交楼、保民生、保稳
定”为首要目标，合力缓释房地
产企业风险。

保持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
健康发展，关乎人民群众住有
所居，关乎宏观经济稳定发展，
正是复杂形势下中国统筹好发
展和安全的体现。

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对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至关紧要。

受去年罕见秋汛影响，冬小麦晚播面
积占到三分之一，目前一、二类苗比例已
与往年基本持平。部分地区封控管理下，
农资下摆、秸秆离田、农机手返乡不同程
度受影响。

农资价格上涨。4月第2周，尿素、磷
酸二铵、氯化钾批发价每吨同比上涨
35.5％、17.9％和 82.4％，农用柴油价格
大幅上涨。中国钾肥消费量近三成进口自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受俄乌冲突影响，两
国出口受阻。

国际市场风险增大。去年我国进口的
玉米、大麦近三成来自乌克兰。俄乌的小
麦、玉米出口量占全球贸易量的 29％、
19％，俄乌冲突引发国际粮价上涨，加大
我国进口难度和成本。

当前我国稳住粮食的基本盘并没有
改变，国家正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把中国
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强储备。粮食总产量连续7年保持在
1.3万亿斤以上，粮食库存处于历史高位，
特别是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占总库
存比例超70％，防范风险能力增强。

保产量。目前小麦苗情转化好于预
期，粮食意向种植面积稳中有增。各地抓
紧春管春播。我国加大玉米、大豆保供力
度，扩大东北地区大豆种植面积，并加强
储备调节，保持供需平衡。

保产能。我国今年将建成 10 亿亩高
标准农田，稳定保障1万亿斤以上粮食产
能，加快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加大

盐碱地综合利用力度，大力实施大豆和油
料产能提升工程。

受俄乌冲突等影响，国际能源价格高
涨，对外采购油气面临的风险上升。一季
度天然气进口金额同比增加68.7％，但实
际进口量减少5.1％。

多方正采取措施推动国内石油、天然
气、煤炭增储上产。一个好的趋势是，一季
度国内规模以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
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0.3％、4.4％、6.6％，
发电量同比增长3.1％。今年国家要完成
原油产量重回2亿吨、天然气产量持续稳
步上产目标，并加快建设在沙漠、戈壁、荒
漠规划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立足国情，强化煤炭煤电的兜底保障
作用。国家能源局近几个月已批复山西、
陕西、宁夏等地多个煤矿项目，优质煤炭
产能正依法合规加快释放。

缓解煤电企业经营压力。全面放开燃
煤发电上网电价后，今年进一步完善煤炭
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引导煤炭价格在合理
区间运行，促进煤电上下游协同发展，保
障能源安全稳定供应。

确保粮食能源安全是重大战略性根
本性问题。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将发展的
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以自身发展
确定性更好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平稳开局之后更需奋力前行。针对下
行压力，相关权威部门表示，一方面要坚
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控制住本轮
疫情；另一方面要抢抓二季度窗口期，落
实落细各项稳增长举措，确保经济社会平
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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