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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土味”农产品热销，进口
“洋味”龙虾车厘子进入寻常百姓家，
三线及以下城市和乡镇市场需求被快
速激活，不同消费群体对年货品质要
求越来越高……春节临近，各大电商
年货节红红火火，群体需求更细分、品
质要求更高、选择更丰富的年货市场，
折射中国百姓消费升级不断加快。

年货春意浓：
“土味”“洋味”“文化味”

春节临近，各平台“年货节”促销
活动各显神通：有的开辟“地方特色土
货”专区，“土年货”和“洋年货”同台展
销；有的推出“年货系列万人团”，开展

“百亿补贴”“限时秒杀”等促销活动；
还有的和故宫文创旗舰店联手推出文
创产品，文艺范儿满满。

年 货 节 成 为 农 产 品 进 城“ 直 通
车”。2020天猫年货节首日，山西运城
冰糖心红富士苹果卖出 1000吨，成为
当日最受欢迎年货水果；山东红心蜜
薯卖出 200吨，成为当日最受欢迎年货
蔬菜。天猫淘宝年货节负责人彭美
说，借助电网渠道，原产地直供农产品
走俏。今年天猫年货节已经卖出 3.8
亿斤优质农产品，让每位参与其中的
农民增收 1037元。

“拼多多年货节去年 12月 20日零
时启动，持续到今年 1月 15日，联手 30
万商家，主打品牌农产品。”拼多多新
农业事业部高级总监韩东原介绍，今
年猪肉价格上涨，其他肉类需求相应
增加，该平台联合百年老字号东来顺
供应羊肉、伊赛供应牛肉等。

“土年货”借助电商热销，“洋年
货”借助电商进入寻常人家。京东大
数据显示，该平台今年 1月上旬进口水
果消费额环比去年 12 月同期提升 2.2
倍，香蕉、智利车厘子、龙眼是销量最
高的进口水果。

年货“文化味”越来越浓。京东大
数据显示，以故宫 IP产品、非遗年画&
瑞兽礼盒为代表的文创产品热销。

2019年 12月，由故
宫博物院、西藏自
治区文物局等联合
主办的“须弥福寿
——当扎什伦布寺
遇上紫禁城展”现
场系列文创产品均
设有电子价签，消
费 者 扫 码 即 可 下
单。同时，故宫文
创旗舰店和京东联
合打造线上展览，
同步上线展览中的
文创产品。

消费趋势显现：
“市场下沉”
“品质升级”

电商年货节火
爆的背后，是我国
消费市场的进一步
被激活，尤其是三
线及以下城市的消费能力得到释放。
昔日“左右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传统
办年货方式，正逐渐变成“手机一点、
年货到家”。

“市场下沉”趋势凸显。三线及以
下城市、乡镇购买力持续提升，对进口
商品消费热情高涨。京东大数据显
示，年货节期间，三线及以下城市的消
费金额同比增长 5.6倍，其中进口商品
消费同比增长 9.8倍。

京东大数据显示，三线及以下城
市消费者对礼盒较为偏爱，占全站礼
盒销量 1/3 以上，橙子、苹果和车厘子
礼盒最受青睐。为了过个温暖的春
节，年货节期间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
超过 200%，暖风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85%。

年货“品质升级”特征明显。2020
天猫年货节肉类销售排行：大连海参、
青岛基围虾、锡林郭勒羔羊、北极甜
虾、海鲜大礼包；水果销售数量排行：
山西红富士、不知火丑橘、爱媛冰糖

橙、智利车厘子。
“年夜饭消费也升级。”彭美分析

说，除了传统家常菜，网购基围虾、波
士顿龙虾、内蒙古羊腿羊排等，在家煮
大餐，年夜饭越发丰富。

智能穿戴产品等电子产品连年
“受宠”。合肥市民陆女士说，考虑到
父母平常吃穿都不缺，她挑选了可实
时监测心率健康的智能手环和最新款
电动牙刷，作为送给父母的新年礼物。

规模越来越大：
孕育巨大消费新动力

专家分析认为，年货消费发生在
一年伊始，具有风向标特征，年货经济
繁荣会带旺全年消费基调，形成良好
消费氛围，为全年的消费增长创造便
利条件。

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
部主任赵萍说，近年来，年货经济规模
越来越大，每年都有新亮点、新趋势，
孕育巨大消费新动力。新消费时尚会

传导到上游供给端，促进供给结构优
化，实现产业和消费双升级，有利于经
济高质量发展。

“品质消费更突出，进口年货占比
越来越高，休闲类、体验类产品越来越
受欢迎，创意类年货走俏。”赵萍说，这
是今年年货经济鲜明特点，体现国人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不乏亮点的同时，年货经济还
有很多潜力有待发掘。专家认为，从
未来品质消费升级需求来看，进口商
品占比仍有待提高。此外，服务消费
占比偏低。因此，年货经济不能忽视
服务的供给能力。文化、娱乐、休闲、
体育、健康等多个领域增加供给，是繁
荣年货经济的重要抓手。

“当前供给端对消费时尚的引领
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赵萍等专
家建议，年货市场供给端应通过引进
或创造更多新产品、新服务，打造新消
费亮点，挖掘新消费需求，使年货市场
更繁荣。 （新 华）

1月 15日，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
望”评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商业预计将呈现十大热点，涉及夜经
济、商业街、服务消费、业态创新、流通数字化等多个方面。

热点一：国内市场销售持续稳步增长，消费结构和营商环境继续
改善。2020年，消费将继续发挥经济增长第一动力的作用；没有导致
物价大幅上涨的主客观条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总体仍会保持温和上
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会保持中速增长。

热点二：夜间消费热度升高，辟出商业“新蓝海”。夜间经济在当
前和未来蕴藏着巨大商机，其中吃和买是起点，文化、旅游方面仍有很
大探索空间，尤其是文化方面潜力深厚。

热点三：服务消费需求快速提升，餐饮业繁荣兴旺渐入智能化时
代。预计 2020年，伴随居民消费向个性化、品质化升级，服务消费的
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热点四：消费与流通加速转型，强大国内市场有望形成。流通业
正加速变革，以创新和转型的具体行动，适应着消费需求与竞争格局
的持续变化，涵盖城市与农村、线上与线下的“全面下沉”“全渠道经
营”，已成为大型零售企业的重点战略。

热点五：零售业态创新层出不穷，新商业模式对标多元多变的消
费需求。零售行业不断推出新零售业态、新商业模式，包括加速拓展
电商渠道，利用快闪店试水，开发单身经济，实施首店经济，渗透社区
等，以寻找新的增长空间，激发更大的商业活力。

热点六：数字化成为商业领域新常态，流通变革全面促进生产生
活方式重构。未来，大数据算法成为准确破译市场需求的不二法门，
数字化信息系统将大幅提升零售业的连锁扩张速率，自有品牌成为数
字化零售重要的盈利增长点。

热点七：步行商业街改造成为消费升级的平台，商旅文跨界融合
趋势愈发明显。可以预见，2020年全国商业街将掀起新一轮改造提升热潮。

热点八：社区商业向综合服务转型，便民成为商家“最后 100米”关注焦点。
2020年会出现更多社区服务综合中心和便民商圈，为居民提供更综合、更便捷的
社区生活服务。

热点九：电商下乡、食品追溯与精准扶贫“三位一体”，融合出各方受益新格
局。

热点十：农产品流通渠道改革创新提速，服务“三农”适应消费升级基本职能
更加凸显。横向聚集、纵向贯通、跨界融合，将是当前与未来一段时期农产品流
通渠道变革的大趋势。

据了解，“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评述报告已连续发布 17年，汇集了全国
160多名宏观经济和商贸流通专家对 2019年形势分析、2020年走势预判的权威评
述，包括中英文两个版本，同步向国内及海外媒体和商界人士发布。

（海 外）

笔者从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
作会议上获悉，截至 2019 年底，累计
批 准 认 证 机 构 597 家 ，比 上 年 增 长
24.6%；累计颁发有效认证证书 222.7
万张、获证组织 68.6万家，分别比上年
增长 15%和 10%。累计取得资质认定
检验检测机构 4.2 万家，比上年增长
6.6%。累计认可各类合格评定机构
11409 家，比上年增长 7.5%。认证认
可检验检测工作水平显著提升，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市场监管发挥了
应有作用。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唐军在
会上指出，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改革
持续深化，进一步压缩强制性产品
（CCC）认证目录，全年共调出 31 种产
品，目录压缩幅度达 24.7%；将 27种产
品转为企业自我声明方式，不再实施
第三方认证，减少 CCC 证书约 30 万
张，认证周期压缩 30%以上，单张证书
减少认证成本约 4000元，有力地减轻
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

“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是监管链条
中的重要一环，与其他监管环节有着

紧密联系。要发挥认证认可检验检测
在市场建立和传递信任的独特作用，
为市场准入、质量监管、信用监管、消
费维权、执法打假等各项监管职能提
供技术支撑和可靠依据。”唐军说，认
证认可检验检测要为统一市场监管提
供支撑，同时要围绕行业健康发展的
需要，在推进市场化、国际化、专业
化、集约化、规范化发展上持续加大
力度。

唐军要求，新的一年，要以市场需
求、产业需求、消费需求为导向，聚焦

国计民生重点领域质量提升，大力推
行高端品质认证，广泛开展质量管理
体系升级行动，积极推进国家重点领
域检测认证体系建设；要让认证认可
检验检测成为加快民营经济和中小企
业发展的“助推器”，深入开展中小企
业质量提升行动，优化中小企业“一
站式”服务，支持民营检验检测认证
机构做强做优做大。着力提升服务大
局的能力和水平，构建更加科学完善
的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体系。

（人 民）

科技创新 2030—“新一代人工智
能”重大项目又有了新的进展。记者 1
月 9日从科技部获悉，科技部日前正式
发布关于对科技创新2030—“新一代人
工智能”重大项目2020年度第一批项目
申报指南征求意见的通知。征求意见
于1月9日前截止。

据悉，本次征求意见的总体目标
是，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创新和与
经济社会深度融合为主线，按照并跑、
领跑两步走战略，围绕大数据智能、跨
媒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自
主智能系统等五大方向持续攻关，从基
础理论、支撑体系、关键技术、创新应用
四个层面构筑知识群、技术群和产品群
的生态环境，抢占人工智能技术制高

点，妥善应对可能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
战，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人工智
能成为智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科技创新2030”是按照《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国家“十三五”规
划纲要的要求，面向2030年部署的一批
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项目。力争
到2030年在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深
海空间站、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深
空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
系统、种业自主创新、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智能电网、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大
数据、智能制造和机器人、重点新材料
研发及应用、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健
康保障、新一代人工智能等16个重点方

向率先突破。
2017年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工业和信息化部随后
发布《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其中，三
年行动计划提到，加强部省合作，依托
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等
工作，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发挥自身资源
优势，培育一批人工智能领军企业，探
索建设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促进人工
智能产业突破发展。

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蓝图已
经初步显现。其中，北京、上海的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已形
成头部引领，国家级新一代人工智能示
范园区正加速推进，以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为代表的三大人工智能产业集
聚区初步形成，人工智能企业总数占全
国的86%。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发展
研究院李红军博士此前向记者表示，与
先前已发布的若干个重点研发计划一
样，未来启动的重大项目也采取“预申
报+正式申报”的方式，鼓励申报单位强
强联手组团申报，对指南要求的研究内
容要全面覆盖，研究结果对国家安全、
社会稳定、行业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
高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因此科研工作
者需要提前准备，抓住时机，联合优势
单位一起申报，参与更多的科研项目中
来。

（经 参）

人社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日前印
发《关于进一步推动返乡入乡创业工作
的意见》，强调要推出一批返乡入乡创业
示范县，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支
持；建设一批返乡入乡创业示范载体，推
动创业创新资源集聚；遴选一批优质返
乡入乡创业示范项目，给予跟踪帮扶。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是落实扶持
政策。明确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同等享受
当地创业扶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返乡
入乡创业人员，要落实税费减免、场地安
排政策，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对符合条
件的返乡入乡创业企业，按规定给予社
会保险补贴，并可参照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支持政策给予支持。二是创业担保贷
款政策。探索建立信用乡村、信用园区、
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
推荐免担保机制，缓解返乡入乡创业反
担保难题。

提升创业培训。一是扩大培训规
模，将有培训需求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
全部纳入创业培训范围。二是提升培训
质量，积极创新培训模式，根据返乡入乡

创业人员特点，开发特色专业和示范性
培训课程，并对返乡入乡创业带头人开
展创业能力提升培训，探索组建专业化、
规模化、制度化的创业导师队伍。三是
对参加返乡入乡创业培训的，按规定落
实培训补贴。

优化创业服务。一是提升服务能
力。建立基层服务人员管理和培训机
制，设立创业服务专门窗口，组建专家
团，向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指导服
务。支持运用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向社
会购买基本就业创业服务成果，引导各
类市场化服务机构为返乡入乡创业提供
服务。二是强化载体服务。加强各类返
乡入乡创业载体建设，打造全产业链孵
化体系。三是健全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
机制。推进扶贫车间、卫星工厂、返乡入
乡创业小微企业等按规定参加工伤保
险。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工作。对返乡入乡创业失败的劳动者，
按规定提供就业服务、就业援助和社会
救助。

（人 民）

2020 年笔者 1 月 8 日从工信部获
悉，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联合
公布第三批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名
单，河北省唐山开平应急装备产业园
等 8 个基地入选。自此，我国国家应
急产业示范基地名单已获批三批，共
计 20家。

通知称，新入选的示范基地培育
期为三年，各示范基地要力争在培育
期内实现基地应急产业规模显著扩
大，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一批关
键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制造能力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一批自主研发的重大应
急装备投入使用，形成若干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和一批应急特色明
显的中小企业。培育期满后三部门组
织专家对示范基地进行评估，评估不
合格的撤销示范基地命名。

有业内人士表示，经过多年的发
展，我国应急产业发展力量不断壮大，

部分地区打造区域性应急产业基地，
产业规模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应急产
业支撑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相关应
急科技、产品和服务在应对地震、人感
染禽流感疫情等突发事件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

“不过，应当看到由于应急产业涵
盖面广，除个别领域发展初具规模外，
整体上处于‘散、弱、小’状态，问题比
较突出，与我国面临的公共安全形势
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不相
适应。”该人士坦言。在他看来，集聚
发展是现代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规
律，有利于实现生产要素最优配置和
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有利于促进
自主创新并形成区域产业链，有利于
调动各方面资源支持应急产业发展，
也有利于形成国家处置突发事件的综
合产业支撑。

（经 参）

““土味洋味土味洋味””齐齐飞飞““下沉升级下沉升级””并存并存
———从电商—从电商年货大数据看消费新趋势年货大数据看消费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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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改革持续深化

返乡入乡创业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示范县可获资金倾斜

国家应急产业示范基地扩围至20家

202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 将围绕五大方向持续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