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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2年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显示，去年全社会用

电量863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分行业看，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2022年，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全年用电量同比增长 2.8%。其中，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全年用电量增速超过5%；新能源车整车制

造用电量大幅增长71.1%。 （宗 禾）

2022年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增长71.1%

本报讯（实习记者 闫 利）黄岩蜜橘，浙江省
台州市黄岩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具有

“中国蜜橘之乡”的黄岩把柑橘加工成罐头销售，推
进水果罐头产业集聚，带动水果及深加工产业链发
展。

“想当年，黄岩的橘子罐头还真不是普通人家
能吃得上的，它是食品中的奢侈品，平时都是用来
送礼的。黄岩人到外地走亲戚或者拜访长辈，拎一
篮罐头去，特有面子。现在，各种罐头食品也逐渐
成了宴会上的一道甜品。随着国内外物流发展、电
商兴盛，黄岩橘子罐头内外销都很受欢迎，在业内
具有很好的美誉度。”说起黄岩罐头，在浙江台州一
罐食品有限公司工作了 35年的丁旦阳感触颇深，

“我见证了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行业的变迁，感触
最深的就是罐头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
断提高。工厂以前生产橘子罐头，顶峰忙季时需要
三四千工人，这几年陆续上了各种自动化设备，生
产线不断优化。去年橘季，我们车间两千多人就能
完成相应的订单量，工作效率可谓成倍提升。作为
车间生产管理者，我们也在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加
强设备管理方面的人才储备，适应行业的新发展。”

将传统农业发展为特色产业，离不开深加工，
更离不开科技力量和人才力量。近年来，黄岩区不
断加大适合本地农产品生产技术的研发力度，对多
家农业龙头企业的水果罐头深加工技改项目投入
扶持资金，促使企业对原有柑橘水果罐头生产线进
行改造。

“作为国家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浙
江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我们不断进行技术改
造，加大创新力度，坚持机械化、智能化、数字化生
产。从2007年就开始与浙江省农科院食品科学研
究所的张俊博士团队合作，研发柑橘罐头加工相关
的智能设备，并成立‘农产品加工智能装备联合研
发中心’，共同推进中国柑橘加工产业的自动化水
平。”浙江台州一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洪舸介
绍说，“这几年公司陆续引进了张俊博士团队研发
的 28台柑橘自动剥皮机、38台柑橘自动分瓣机和
软包装罐头杯沿缺陷视觉自动检测设备、喷码缺陷
剔除设备等智能化设备，引进国内其他先进的橘片
及多色果肉装杯机、水果杯自动包装机、机械臂，同
时也引进了日本微酸性电解水等多种现代化设
备。这些设备的引进，不断提高了工厂生产的自动
化率，节约人工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
量，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从 1958 年国营黄岩罐头食品厂的创办，到
2012年改制成为有限责任企业，再到近几年多次
被评为中国罐头十大出口企业，在罐头行业深耕
65年的浙江台州一罐食品有限公司已经是一家集
水果原料种植辅导，水果罐藏食品研发、加工生产
及销售等于一体的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背景下，以浙江台州一罐食品有限公司

为代表的行业企业正不断加强产、学、研合作，为企业发展赋能，带动农
民收益，促进区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罐头产
业能实现高度智能化生产。”黄洪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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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1月 28日，春节后首个工作日召开
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亮出多重举措，释放
出促进经济稳步回升的积极信号。随着
我国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刚刚过去
的春节假期里，城市商圈客流量增多，热
门景点游客量猛增，中国经济呈现恢复
向好的趋势。

——乘势而上抓落实，推动经济在
年初稳步回升。

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落实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着力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深入落实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推动财政、
金融工具支持的重大项目建设、设备更
新改造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实施好原
定延续执行的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

免、普惠小微贷款等政策。
信心是发展的动力，就业是最大的

民生。会议提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权益，持续打造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平台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推动企业节后快速复
工复产，扎实做好农民工返岗就业服
务。上下共同努力，巩固和拓展经济运
行回升势头。

——提早谋划春耕备耕，确保粮食
安全“开门稳”。

一年之计在于春。会议强调，二月
初有关部门要作全面部署，层层压实责
任，不误农时抓好春耕备耕，为提升粮食
稳定供应能力、保持物价平稳打牢基础。
农业专家表示，不误农时保春耕，确保粮
食安全，对于经济社会行稳致远至关重

要。今年我国粮食生产目标任务重点是
“两稳两扩两提”，即稳面积、稳产量，扩
大豆、扩油料，提单产、提自给率。要完
成这些目标，必须抓早、抓实各项举措。

对此，会议提出五方面要求：一是抓
好小麦、油菜春季田管；二是尽快明确各
地粮食和油料生产目标，确保春播面积
落实，稳住大豆种植面积；三是扎实做好
保障服务；四是落实最低收购价、生产者
补贴等政策；五是加大对大豆种植支持
力度，继续实施小麦“一喷三防”补助全
覆盖，提早下拨病虫害防控资金，实施南
方早稻集中育秧补助，调动农民积极性，
促进增产增收。

——更好统筹“双循环”，把握发展
主动权。

针对当前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会

议提出，乘势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成为经
济主拉动力，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促
进外贸外资保稳提质，并从加力扩消费、
努力稳定外贸、积极吸引外资三方面部
署具体举措。

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政策全面落
地，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做好保
交楼工作，落实出口退税、信贷、信保等
政策，推动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加快落地，支持地方招商引资……

专家指出，此次会议亮出的一系列
硬举措，推动消费加快恢复和保持外贸
外资稳定，有利于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更好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
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立
足新发展阶段塑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新华社）

节后开工首日 国常会释放稳经济积极信号

生产线上自动灌装的塑料杯橘子罐头生产线上自动灌装的塑料杯橘子罐头

本报讯 1 月 28 日，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关于印发《全国重点工业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目录（2023年版）》（以下简
称《监管目录》）的通知，进一步加强工
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高质量安全
治理水平。

《监管目录》中对产品分类、产品
名称、主产区进行了详细介绍，涉及 14
类 247种产品，包括电冰箱和食品冷冻
箱、电压力锅、洗碗机、插头插座、蓄电
池等电器及电器附件；壁纸、办公椅、
木质家具、淋浴房玻璃等家具及建筑
装饰装修材料；彩色电视机、有源音

箱、液晶显示器、防伪标识等电子及信
息技术产品；骑行安全类头盔、电动自
行车、电动自行车充电桩、汽车轮胎等
交通用具及相关产品；儿童游泳圈、玩
具、儿童家具、儿童厨具等儿童用品；
工业和商用电热食品加工设备、食品
用玻璃瓶罐、餐具洗涤剂、一次性竹木
筷等食品相关产品；鞋靴、蚕丝被、羽
绒制品、毛巾等服装鞋帽及家用纺织
品；家用燃气灶、燃气采暖热水炉、燃
气用不锈钢波纹软管等燃气器具及配
件产品；地面防滑剂、老人鞋、老视成
镜等老年人用品；旅行箱包（包括背提

包）、贵金属首饰及制品、眼镜类产品
及其零部件、牙刷等日用杂品；运动头
盔、健身器材、碎纸机、电动滑板车等
文教体育用品；家居清洁剂、汽车风窗
玻璃清洗液等日用化学制品及卫生用
品；工业机器人、新型墙体材料（砖和
砌块）、安全玻璃等工业生产资料；农
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

通知提出，各地要因地制宜，推动
目录实施，坚持系统观念，结合本地区
中心工作、产业发展状况、质量安全形
势、监管资源和技术保障能力等实际
情况，在充分研判和论证基础上，制定

符合本地区实际的重点工业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目录，进一步提高目录的科
学性和适用性；动态评估，实施科学监
管，坚持问题导向，根据监管实践和形
势变化，对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目录实施动态调整，强化依据标准
监管，科学采取监督抽查、生产许可、
风险监测、专项整治、认证认可、缺陷
召回等监管措施，提高监管的精准性
和有效性；强化统筹协调，加强重点工
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省际协同、区域
协作，进一步构建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辛 文）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
据显示，202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
验发展经费（以下简称“研发经费”）继
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投入总量迈上 3
万亿元新台阶；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
费 与 GDP 之 比）较 快 提 升 ，达 到
2.55%。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首席统计师
李胤解读相关数据时表示，初步测算，
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30870亿
元，首次突破3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
长10.4%，自“十三五”以来已连续7年
保持两位数增长。按不变价计算，研
发经费增长8.0%，高于“十四五”规划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
上”的目标。

投入总量上规模，投入强度也较
快提升。据初步测算，2022年，我国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 2.55%，再创
新高，比上年提高0.12个百分点，明显

高于“十三五”以来年均增幅，实现了
较快提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22
年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我
国的科技创新表现在132个经济体中
位列第 11位，较上年再提升 1位；自
2013年起我国的排名已提升了 24个
位次，连续10年保持稳定上升势头。

基础研究经费保持增长，原始创
新取得新突破。初步测算，2022年，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为1951亿元，
比上年增长7.4%；占研发经费比重为
6.32%，连续 4年保持在 6%以上的水
平，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发
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应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科技政策
要聚焦自立自强的导向，鼓励引导各
方加大研发投入，尤其是原始创新投
入的力度，着力推动研发投入由“大”
向“强”转变，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有
力支撑。 （辛 文）

本报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公安部等十七部门近日
印发《“机器人+”应用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
到 2025年，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较 2020年实现翻番，服务机器
人、特种机器人行业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机器人促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未来，机器人应用将聚焦
制造业、农业、建筑、能源、商贸物流、医疗健康、养老服务、教
育、安全应急和极限环境应用、商业社区服务等十大领域，突破
100种以上机器人创新应用技术及解决方案，推广 200个以上
具有较高技术水平、创新应用模式和显著应用成效的机器人典
型应用场景，打造一批“机器人+”应用标杆企业，建设一批应用
体验中心和试验验证中心。

《方案》提出了十大应用重点领域。在经济发展领域，有
制造业、农业、建筑、能源、商贸物流等五个重点场景。其中，
在制造业领域，研制焊接、装配、喷涂、搬运、磨抛等机器人新
产品，加快机器人化生产装备向相关领域应用拓展。开发专
业化、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和软硬件产品，积累模型库、工艺软
件包等经验知识，深度融合机器人控制软件和集成应用系统，
推动在汽车、电子、机械、轻工、纺织、建材、医药等已形成较大
规模应用的行业，卫浴、陶瓷、光伏、冶炼、铸造、钣金、五金、家
具等细分领域，喷釉、修胚、抛光、打磨、焊接、喷涂、搬运、码垛
等关键环节应用。推进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建设，打造工业机
器人典型应用场景。发展基于工业机器人的智能制造系统，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智能化变革。

在商贸物流领域，研制自动导引车、自主移动机器人、配送机器人、自动码垛机、
智能分拣机、物流无人机等产品。推动5G、机器视觉、导航、传感、运动控制、机器学
习、大数据等技术融合应用。支持传统物流设施智能化改造，提升仓储、装卸、搬运、
分拣、包装、配送等环节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鼓励机器人企业开发末端配送整
体解决方案，促进机器人配送、智能信包箱（智能快件箱）等多式联动的即时配送场
景普及推广。打造以机器人为重点的智慧物流系统，提升商贸物流数字化水平。

《方案》指出，鼓励行业主管部门结合应用行业发展规划、科技攻关和重点项目
建设，开展各行业机器人产品创新和应用示范推广。

《方案》提出，指导和支持有条件、有需求的地区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本地区
“机器人+”应用行动。依托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开发开放机器人成熟、新兴和潜在
应用场景，开展协同创新活跃、应用成效显著、推广价值较高的“机器人+”应用创新
实践。 （宗 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显示，
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
增长，产销分别完成 705.8 万辆和
688.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6.9%和
93.4%，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

市场规模全球领先。去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全年销售 688.7万辆，市
场占有率提升至 25.6%，高于上年
12.1 个百分点，全球销量占比超过
60%。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536.5万
辆，同比增长81.6%；插电式混动汽车
销量151.8万辆，同比增长1.5倍。

品牌竞争力大幅提升。2022年，
自主品牌新能源乘用车国内市场销
售占比达到79.9%，同比提升5.4个百
分点；新能源汽车出口 67.9万辆，同
比增长 1.2倍。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排名前十的企业集团中我国占据 3
席，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企业中我国
占据6席。

配套环境日益优化。截至 2022
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充电桩521万个、
换电站 1973 座，其中 2022 年新增充
电桩 259.3万个、换电站 675座，充换
电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加快。累
计建立动力电池回收服务网点超过1
万个，基本实现就近回收。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当前，
我国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全面市场化
拓展期，预计今年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态势。 （人民日报）

守护产品质量安全

《全国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目录（2023年版）》发布

去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万亿元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8年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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