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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国企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3.2%

本报讯 9月 23日，财政部公布今年前 8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

况。数据显示，8月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增长23.2%。今年前8月，利润总

额18169.8亿元，同比下降24.2%。

财政部表示，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企稳向好，营业总收入、利润总额

连续3个月实现月度同比增长，1—8月同比降幅进一步收窄。

“你好小乐，我想订餐。”78 岁
的孙东停老人按下开关，向机器人
发出语音指令。

“有两荤两素加米饭 13元的和
两荤一素加米饭 10元的两种，您选
10 元的还是 13 元的？”稚嫩的童声
清脆悦耳。

“13元的。”“好的，稍后会有工
作人员与您联系。”

德颐顺老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刘世凤拎着盒饭，一路小跑，爬到
六楼，抬手敲门。门，应声而开。
孙东停接过盒饭，打开一看，“红烧
肉、炒白菜、煎豆腐，全是我爱吃
的。”

提前预订，按时送达，对孙东停
来说，是个新奇的体验。老人过去
一遇上电子产品就发怵，如今守着
机 器 人 小 乐 ，语 音 下 单 ，操 作 方
便 。“ 对 我 们 老 人 来 说 这 个 太 好
了！我不会用手机，现在有需要就
发个语音指令，立马有人上门。”

变化，缘于安徽合肥经济技术
开发区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
算及大数据等技术打造的智慧养老
服务平台。

2018 年，合肥市启动第二批居
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
对 500 户老人家庭实施智慧化改
造，孙东停就是其中一户。客厅安
了视频监控，厨房多了烟感探测，
卧室添了紧急按钮，孙东停的小
屋，一下子“智慧”时尚起来。

机器人小乐，来自合肥经开区
2019 年实施的“智慧居家养老”公
益创投项目。该项目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公司，为居
民提供智能化家政、助医、助餐等
服务。目前，智慧养老系统已覆盖
全区 5 个社区 1 个街道，向居民免
费发放智能养老陪护机器人近 400
台。

孙东停说，一个人在家难免孤
单，如今有了小乐，可以语音订餐、
理发、线上问诊，“寂寞了，还能叫
它唱个歌”。

家住锦绣社区紫云花园的李友珍聊起智慧居家养老，同样感受
颇多。李友珍 98岁了，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需要常年吃药。“我在家
感觉不舒服了，就说‘你好小乐，我要量血压’，驻点社区的工作人员
就上门来了。”

“这个老年服务中心有 400多名工作人员分布在各个社区。后台
一旦接到‘订餐’‘陪护’等订单，服务中心会第一时间就近指派人员
上门服务。”合肥经开区社区管理局民政处工作人员胡俊杰指着终端
显示屏介绍，今年 2月以来，中心仅送餐就完成了 26.1万单，“很多老
人不会用智能手机，语音下单就简单很多。”

下单方便了，支付怎么办？
上门理发 20元，家政保洁 150元……这些账单，统统能刷卡。经

开区与银行合作，为老人们定制了“一卡通”。全区 1500多名低收入
老人，每月有 600元政府补贴资金，用于购买居家养老服务。70岁以
上的低保、空巢老人，90岁以上老人，基本都发放了机器人小乐。

“过去的纸质票券有额度限制，凑够金额才能用，不方便。现在
直接刷卡，省事又安全。”孙东停说。

近年来，合肥初步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
医养相结合、人工智能为辅助的现代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目前，全市
已有国家级智慧健康养老服务示范企业 4家、示范街道 3个、示范产
品 2个、示范信息服务系统 1个。

（人民日报）

本报讯 （记者 王薛淄）为做好中
央提出的“六稳”“六保”相关工作，全
面落实保障照明产业供应链稳定的任
务，9月 22日，由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主
办，中国照协电光源专委会、灯用配件
专委会、电器附件专委会、专用材料专
委会、半导体照明专委会、智能照明专
委会、光电器件专委会协办的“2020年
全国照明产业供应链大会（第三十六
届）”在线直播召开。

中国照协秘书长王卓以“服务供
应链配套，助力高质量发展”为题，从
行业概况、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分析、产
品质量的现状与对策分析等三个方面
介绍了当前照明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相
关情况。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照明产业规
模接近 6000 亿元，照明企业超过 2 万
家、年产各类光源产品超过 100 亿只，
出口额 450亿美元，在全球照明市场具
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在过去十年，
我国照明行业在技术、产品、市场各方
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实现了从白炽

灯到荧光灯再到 LED照明产品的一个
技术跨越，同时也完成了从单一的电
光源产品到目前可以满足各类市场需
求的多品类灯具产品的结构性调整。

目前，照明电器行业处于从速度
发展向质量发展的窗口期。其中随着
照明行业的发展，照明产品被赋予的
新功能越来越多，产品“价值”逐渐被
重视。

王卓从产品设计、市场细分两个
方面进行了分析。在产品设计方面，
随着智能照明与物联网两化融合，多
功能/智能照明产品进入市场，这要求
产品不仅要体现自身功能，还要提供
视觉照明以外的功能，同时基于智能
化需求，一方面照明产品自身的智能
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照明产
品也在成为物联网的一个载体；在市
场细分方面，个性化需求以健康产品
的需求促使市场细分化加速，以今年
全球共同面对的新冠疫情为例，不仅
加速了紫外线消毒灯具的发展，消费
者还因长期居家、经济危机、健康忧虑

等情绪积压催生对健康产品的需求，
而深耕细分市场也能为消费者提供更
定制化的服务。另外在不同场所，如
工业、商业、服务业价值在不断挖掘。
高品质、智能化、健康化需求将会给行
业增加附加值和想象空间，这与照明
行业未来发展方面息息相关，为行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

本次大会上，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电子电器行业总经理叶兴江、江
西盛汇光学科技协同创新有限公司销售
总监周良荣、涂鸦智能硬件产品经理丁
菲菲、旭宇光电（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磊、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工程师陈琪瑶5位照明行业企业代表
还紧绕照明行业新材料、新技术进行了
技术交流和产品展示。

中国照协理事长陈燕生表示，此
次大会从照明产业供应链的各个角度
介绍了当前各类高品质原材料、元器
件等产品及相关新技术、新产品，这有
助于下游企业选择更好的供应商提升
自身产品质量。他指出，目前中国照

明产业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
展的过渡期，需要照明产业供应链提
升供应产品质量，大会的召开促进了
照明行业向高质量发展不断前进，为
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搭建有效的沟通
交流平台。

据了解，全国照明产业供应链大
会是我国照明电器行业历史最悠久的
全国性产业链配套活动，经过三十余
年的发展和变化，正在逐步转向成为
服务于我国半导体照明行业，优选原
材料元器件供应商的平台。此次大会
利用多种线上宣传推广方式为供需双
方企业提供沟通交流平台，同时也首
次采用电子版供需指南的方式向企业
提供供应链供需信息。

中国照协副秘书长温其东认为，
未来优质企业竞争就是企业供应链的
竞争，大会举办目的就是促进照明电
器行业高质量发展，加强照明电器产
业链的上下游合作，帮助生产企业便
捷有效的寻找优质供应商，实现合作
共赢。

本报讯 在9月22日举行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相关负责
人齐发声，围绕促进新型消费发展进
一步展开部署，包括支持传统商业加
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发展商贸
物流和现代供应链等。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指
出，新型消费快速发展的同时，暴露出
一些短板和问题。例如，基础设施不
足带来服务供给短板，新型消费的快
速发展与一些监管和规范不适应，提
质空间受到一定限制，适用新型消费
的相关法规缺少实施指引，各地对平
台经济、共享经济、灵活用工等领域政
策要求不均衡等。

围绕促进新型消费提质扩容，多
部门将进一步展开部署。高杲表示，
一是完善实施机制，夯实制度基础，包
括强化财税、金融、用工、用地、社保等
方面的支持，适时出台或者调整相关
法律法规，鼓励企业运用新业态新模
式拓展国际市场，推进国际合作，推进
消费大数据开放共享和研究应用，建
立政策实施动态评估机制。二是坚持
包容审慎监管，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适应消费发展的新趋势、新变化，鼓励
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同
时，加强政银企合作，充分发挥多方优
势和聚合效应，强化消费信用体系建
设，营造安全放心诚信消费环境。三
是强化宣传引领，加强示范推广，及时
回应各方面关切，加强新业态新模式
的挖掘、推广和示范。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负
责人王斌表示，下一步，一是健全商贸
流通体系。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
育建设，深化步行街改造提升，加快发
展品牌连锁便利店，提升电商进农村
综合水平，推动城乡商贸流通转型升
级，打造现代商贸流通体系。二是提
升流通现代化水平。支持传统商业加
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健全流通标准
体系，加快发展商贸物流和现代供应链，促进降本
增效，夯实国内大循环基础。三是培育壮大新型消
费。不断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商旅文体跨境融
合，促进绿色循环消费，发展夜间经济，做强小店经
济、首店经济、首发经济，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
场景加速普及应用。四是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
境。加快商务信用体系建设，深入贯彻落实电子商
务法，促进新业态新模式新消费健康发展。

在信息消费方面，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负责
人李颖表示，将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发力，构建
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具体包括，面向“十四五”积
极策划、提升产业供给能力，以高品质的供给激发
民众的消费意向；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更多的消
费领域融合，加快发展“信息＋消费”，培育各类新
模式、新业态；进一步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积极贯
彻落实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管理规
定，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郭 倩）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 7
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进出口值 1.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5％，高于全国
外贸进出口增幅16.2个百分点，占全
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9.9％，对我国
外贸增长贡献度超过30％。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144 个综
保区，占 157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
数的 91.7％。”海关总署自贸区和特
殊区域发展司主要负责人陈振冲介
绍，综保区是我国开放层次最高、优
惠政策最多、功能最齐全、手续最简
化的特殊开放区域。各地坚持高水
平开放、高质量发展，推动综保区成
为加工制造中心、研发设计中心、物
流分拨中心、检测维修中心和销售服
务中心。

进出口占比持续提高，引领外贸
增长。2019年，综保区进出口值 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9％，高于全国
外贸进出口增幅 8.5个百分点，占全
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2％。今年以
来，综保区新增注册登记企业 5452
家，增长13.3％。

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充分激发企业活力。目前已推动
73个综保区 350多家企业参与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企业整体税
负成本明显下降。30多个综保区内
的 100多家企业开展委内加工业务，
企业效益增加超 50亿元，新增就业
超1万人。

拓展新业态，促进多元发展。今
年以来，全国综保区新增研发机构23
家，融资租赁、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
务业增长迅猛。江苏省内综保区有
20家企业新增维修业务，货值达89.9
亿元。

创新优化监管模式，提高便利化
水平。海关总署将“两步申报”“两段
准入”“两区优化”等重点改革优先在
综保区推进，区内企业账册备案、税
款补缴等业务实现“秒办”。推广飞
机保税租赁异地委托监管模式，企业
办理时间从 3天压缩至 2个小时，单
架次飞机可节约120万元。

“海关总署将继续推进落实综保
区内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
点工作，进一步促进内销便利化，支
持研发、检测、维修等生产性服务业
新业态先行先试，逐步将综保区以货
物贸易为主拓展为货物贸易和服务
贸易融合发展，推进综保区形成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
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陈振冲表
示。

（杜海涛）

工信部官网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 月份至 8 月份，移动互联
网累计流量达 1039亿GB，同比增长
33.7%。其中，通过手机上网的流量
达 1003亿GB，占移动互联网总流量
的 96.5%。8 月当月，户均移动互联
网接入流量达到 11.25GB，同比增长
30.3%。移动互联网流量继续保持
快速增长。

不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今年 1月份至 8月份，三家基础电信
企业实现移动通信业务收入 6045亿
元，同比下降 0.8%，占电信业务收入
比重为 66%。

“从整体数据来看，1 月份至 8
月份 4G 移动用户数量不断上升，移
动互联网流量也增长了 33.7%，但移
动通信业务收入仍处于下滑态势。

这与我国不断深化提速降费政策有
关，提速降费使得 4G 网络资费更加
亲民，也加速了全国各地 4G 网络普
及。”北大科技园创新研究院产业研
究分析师李朕说。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8 月
份 ，我 国 电 信 业 务 收 入 累 计 完 成
9153 亿元，同比增长 3.1%。按照上
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为
9733亿元，同比增长 19.3%。

其中，固定增值及其他收入持
续较快增长，有力推动了电信业务
收入增长。三家基础电信企业积极
发展 IPTV（网络电视）、互联网数据
中心、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新兴业务，1月份至 8月份共完成固
定增值业务收入 1167 亿元，同比增
长 23.1%，在电信业务收入中占比为
12.7%，拉动电信业务收入增长 2.5
个百分点。

“在 IPTV、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新
兴业务方面，三家移动运营商业务
收入增长明显，拉动其业务收入不
断增长，说明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完善。”李朕说。

值得注意的是，前 8 个月 IPTV

用户增长较快，手机上网用户对移
动电话用户渗透率稳中有升。截至
8月末，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手机
上网用户数达 13.3 亿户，对移动电
话用户的渗透率为 83.2%，较上年末
提升 1.1 个百分点。蜂窝物联网终
端用户 10.59亿户，同比增长 18.6%，
比上年末净增 3155 万户，其中应用
于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公共事
业的终端用户占比分别达 20.3%、
18.8% 、22.5% 。 IPTV 总 用 户 数 达
3.07亿户，同比增长 6.7%。

对此，李朕认为，随着 5G 网络
不 断 普 及 ，B 端 需 求 开 始 逐 渐 释
放。“未来，在 5G网络尚未完全普及
至C端民用的短时期内，B端场景大
有可为，自动驾驶、智慧城市、工业
互联网、远程医疗等典型场景将不
断催生更多 5G 移动网络需求。在
此期间，C 端用户的 4G 移动网络数
量将呈现相对平稳增长局面。随着
网络建设不断完善、杀手级 C 端应
用出现以及大众对于 5G 资费逐渐
接受，长期来看，5G将用 5年左右时
间实现普及。”李朕说。

（黄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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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综保区对外贸贡献度超30%
进出口值达1.7万亿元，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9.9%

加强上下游合作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全国照明产业供应链大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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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资费更亲民 5G需求开始释放
8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同比增长3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