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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1%
本报讯 财政部11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1—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7494亿元，同比增长 8.1%。其中，税收收入 157841亿元，同比增长 10.7%；非税收入

29653亿元，同比下降3.8%。分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5870亿元，同比

增长7.3%；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1624亿元，同比增长8.8%。

1—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5734亿元，同比增长4.6%。其中，教育支

出32224亿元，同比增长5%；科学技术支出7344亿元，同比增长4.5%；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33223亿元，同比增长8.7%。 （财 文）

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今年 9 月在京召
开以来，放眼全国，一系列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政
策措施正在落实，向“新”而行，以更大力度推进
科技创新、更深层次深化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
放，践行新型工业化新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
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

作为“关键任务”的新型工业化，是一个涵盖
科技创新、产业安全、绿色环保、人才建设等方
面的“全局任务”。

“全局任务”需要全局发力和联动，不是某个
部门、某个行业或某些企业凭借一己之力就能完
成的。仅科技创新这个方面，就需要多部门联
动，社会各个层面积极参与。在时间维度看，也
需要从长计议、长期培育。

例如，如何让实验室成果尽早在生产线开花
结果、如何提高全民科技创新意识、如何“从娃
娃抓起”，把科技创新的种子撒播在校园……所
有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以新型工业化目标为引
领，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全社会、全产业链的全
面发展，举全局之力，全面助推科技创新，从而
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日新月异，实现新型工业化
这个关键任务。

在数智技术赋能下，工业、制造业与服务业
等行业的边界逐渐模糊，甚至融为一体，制造业
正加速向服务化转型。同时，新型工业化、信息
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也息息相关。作为“新
四化”起点的新型工业化，为信息化、城镇化与
农业现代化提供技术基础和生产资料支撑；而信
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也将为新型工业化提
供高水平的生产要素、生产工具和市场需求，进
而成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协同推动各行各
业高质量发展。

因此，新型工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地区各
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指示、重要论述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上来，聚力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
务，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全过程各方面，形成“党统一领导、政府落实、企
业发挥主体作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
局，做好各方面政策和要素保障，开拓创新、担
当作为，汇聚起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力量，为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早日实现民族复
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解 磊）第三季度塑
料制品产量持续回升，单月产量分别
为：7月 651.0万吨，同比上涨 9.8%；8月
635.5万吨，同比上涨6.0%；9月681.8万
吨，同比上涨4.0%。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我国塑料加工业各项经
济运行指标普遍好于预期，总体延续稳
步恢复态势。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
（以下简称“中国塑协”）分析称，我国塑
料加工业潜力大、韧性强、发展稳，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依然稳固。

“受宏观经济积极影响，我国塑料
加工业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特别是 8、9
月份经济运行持续好转，积极因素不断
积累，回升向好态势更趋明显，既彰显
了我国塑料加工业较强的韧性、潜力和
活力，也提振了经营主体信心，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依然稳固。”针对塑料加工
业经济运行情况，中国塑协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一是内需回暖，去库存进程
好于预期。随着国内诸多稳增长政策
陆续出台，前三季度我国塑料制品市场
需求回暖，塑料制品行业产成品存货增
速由 2月的 5.6%下降到 1.6%，收缩 4.0
个百分点，企业去库存进程好于预期，
生产积极性随之提升，开工率有所好
转。二是外需疲软，塑料制品出口面临
挑战。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
仍然较高，持续加息抑制了投资和消费
需求，我国塑料制品出口下行压力较
大。值得关注的是，9 月全球制造业
PMI指数与全球 PMI新订单指数均在 8
月边际回升后继续小幅上升，全球需求
虽然仍处于收缩区间，但下行边际开始

放缓。
中国塑协理事长王占杰告诉记者，

今年前三季度，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
境和需求不足、稳发展任务较重的形
势，中国塑料加工行业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推动
行业转方式、调结构、增动能，提升行业
整体竞争能力。克服种种困难精准施
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行业发展持
续恢复向好。我国塑料加工业潜力大、
韧性强、发展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
稳固。

“下一步工作中，中国塑协将持续关
注稳经济一揽子措施和接续政策落地见
效，注重需求侧管理，加大供给创新，引领

新消费创造新需求。坚持功能化、轻量
化、精密化、生态化和智能化创新方向，进
一步加强塑料加工业创新能力和创新动
力提升，集中行业优势资源，聚焦“卡脖
子”技术、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推动
产业链联合创新。”王占杰建议，企业要继
续加强科技创新，坚持提质增效降本工
作，创造发展新优势，激活发展新动能；要
以需求为导向，强化研发与生产实力，不
断开拓应用市场；在国际化方面要积极
应对国际需求变化，抓住更多发展机遇，
加速推进产业创新升级，努力培育竞争
新优势；要贯彻落实国家绿色、低碳、可持
续发展精神，助力塑料加工业绿色、生态
化发展，推动行业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及
绿色制造升级，促进中国塑料加工业可
持续高质量发展。

暴力拆解易失火爆炸、破碎不当造
成环境污染、废旧锂电池被以次充好再
次出售……近年来，随着锂等金属原料
的价格上涨，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行业
成为“火热”赛道。但一些资质不全的
厂家擅自回收拆解旧电池并进行粗加
工牟利，造成极大安全隐患，亟待引起
重视。

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乱象多

“大量回收锂电池，同时也出售各
种锂电，欢迎咨询。”打开社交媒体，搜
索“锂电池回收”，小到手机锂电池，大
到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回收信息随处
可见。记者随机与一位“锂电池回收老
周”聊天，对方十分热情，表示只要有锂
电池，可以随时联系他上门回收。

这两年，受锂、钴、镍等金属价格高
涨的影响，废旧锂电池变成“香饽饽”，
大量资本涌入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行
业。由于废旧锂电池不属于危险废物，
回收门槛较低，催生大量“中间商”，废
旧锂电池分散在电池生产企业、整车企
业、第三方回收公司、废旧电池贸易商、
拆解破碎厂等主体手里。

“当前锂电池回收渠道混乱，废旧
锂电池溯源难，给废旧锂电池综合利用
带来很大障碍。”全南县瑞隆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廖龙江说。

记者调研发现，除了“倒买倒卖”，
还有不少资质不全的小厂从事废旧锂
电池回收再粗加工业务，这些小厂通常
位置隐蔽，环保安全隐患大。

“拆解破碎没太大技术含量。我见

过那些小厂的工人，用榔头、大剪刀，简
单粗暴地把电池包拆开，再将物料丢进
粉碎机，处置厂房总能闻到一股难闻的
气味。”一位从事锂电池回收的企业负
责人说。

监管部门也注意到了这类非法“小
厂”。去年 1 月，广东省东莞市生态环
境局塘厦分局执法人员发现一家无证
照小作坊非法加工废旧锂电池，厂房区
域弥漫化学溶剂气味，锂电池浸泡区域
附近堆集大量纸皮、胶皮、塑料碎片等
易燃物，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经调查，
厂房未通过环保审批与自主验收，未办
理排污许可证或固定污染源排放登记。

还有一些人铤而走险，将废旧锂电
池重新包装二次销售。“目前梯次利用
的行业标准不太完善，导致正规企业不
敢做梯次利用，那么‘退役’锂电池便会
被逐利的人利用。”江西贵航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德江说，“时常有
电动自行车起火燃烧，其中部分事件与
商家使用了不合格的‘退役’锂电池有
关。”

高标建设成“劣势”
“白名单”企业遇尴尬

为规范废旧锂电池综合利用行业，
工信部自 2018年起共公布了符合规范
条件的84家企业，业内称之为“白名单”
企业。记者近期走访部分“白名单”企
业，他们表示高标准设立的“白名单”企
业正遭遇“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情形。

原料易被“卡脖子”，产能闲置是常
态。对于锂电池综合利用企业而言，废

旧锂电池是他们的生产原料。廖龙江
表示，由于废旧锂电池散落在无数回
收主体手里，“白名单”企业一一对接，
需要花费更高成本，产线“吃不饱”是
常态。

受访的“白名单”企业介绍，一些大
的整车厂或电池厂的废旧锂电池回收
不设门槛，谁有钱、谁有关系直接就可
以拖走，这也是造成“白名单”企业“吃
不饱”的原因之一。

价格方面，“贸易商对价格尤其关
注，行情好的时候使劲出货，行情不好
则捂盘惜售，‘白名单’企业原料的数量
和价格都得不到稳定供应，影响生产经
营。”一位“白名单”企业管理者说。

此外，“白名单”企业综合成本呈
“劣势”，有时还竞争不过一些证照不全
的“小厂”。江西睿达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胡健说，“白名单”企
业要保证锂电池回收效率、环保达标、
安全生产，在研发投入、设备升级、厂房
建设等多方面投入较大。

赣锋锂业旗下的一家锂电池回收
企业也反映，“这些证照不全的‘小厂’
运营成本低，和拥有完备环保、安全设
施的‘白名单’企业比，他们能以更高价
格购买原料，加工后的产品再以更低价
格出售，造成‘白名单’企业有时竞争不
过他们。”

加快标准制定 促进良性发展

受访专家和企业表示，废旧锂电池
回收利用既能解决退役锂电池带来的
环保问题，又有助于弥补我国锂钴镍等

关键矿产资源的不足。在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退役潮”来临之际，宜从规范
回收渠道、制定行业标准、加强监管力
度等方面着力，促进废旧锂电池回收利
用行业良性发展。

首先，规范回收渠道，完善溯源机
制。江西省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翁
雅青博士认为，废旧锂电池回收过程往
往会产生废气、废水以及重金属废渣等
污染物，从回收到综合利用的过程中，
绿色环保尤为重要。胡健等人建议，国
家应提高废旧锂电池回收准入门槛，同
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废旧锂电池交易平
台，有助于规范废旧锂电池的回收渠
道，实现废旧锂电池的可追溯。

其次，制定标准，引导行业良性发
展。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三
电事业部部长沈祖英等人建议，尽快制
定废旧锂电池可回收评价、价值评价等
国家标准，引领行业良性发展。孟德江
表示，废旧锂电池应用的行业较广，可
以先确定具体的行业，再站在应用角度
制定具体标准，以确保实施起来更具可
操作性。

此外，还需加强监管力度，确保制
度落地见效。廖龙江等人称，“白名单”
制度的设计和初衷是好的，但好制度要
见效落地还要依靠多部门齐心协力，生
态环境、市场监管、交通等部门宜加强
监管，如对资质不全的加工厂加大查处
力度，对锂电自行车经销门店、社会化
废品回收点、运输废旧锂电池的车辆定
期检查，逐渐引导整个行业发展更加规
范、专业、安全。 （经济参考报）

“卖竹子，纯利润都二十来万元！”冬
日暖阳下，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天池村，
种植大户李开明正忙着采收新一季的

“斑布一号”竹材……收割后，这些竹材
将被统一运往 15公里外的斑布健康竹
产业园，加工成竹浆纸。

从园区走向全国的竹浆纸“斑布”，
已占据全国本色生活用纸30%的市场份
额。眼下，园区正乘着“以竹代塑”的东
风，布局竹纤维制造农业地膜新生产线，
抢占市场先机。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
印发的《加快“以竹代塑”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让竹林面积位居全国第二的四川
看到了竹产业延链强链的新机遇。

“忙坏啰！没想到竹旅产业会这么火”

“12万元贴息补助，最快本月就能到
账！”一见面，四川清竹源纸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曾朝林就向泸州市纳溪区林业和
竹业局局长唐廷俊“报喜”。

曾朝林账算得清：“按照目前每月每
平方米两块多的物业费算，12万元贴息

补助相当于减免了 36个月的物业费，压
力一下子小了。”

以探路竹产业发展路径为例，泸州
市纳溪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纳溪明确

“一根翠竹带动多个产业、一根翠竹撑起
一方经济、一根翠竹致富全域百姓”的发
展思路，助力乡村振兴。

围绕“竹产业+”理念，纳溪区把竹产
业发展融入全区乡村振兴规划，出台了

《关于推进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
乡村竹林风景线的意见》等文件，将政策
红利送到企业，累计解决企业用地、用
水、用电、交通、物业管理等问题 20 余
个，并对未解决的问题建立台账，落实专
人跟踪解决。

“忙坏啰！没想到竹旅产业会这么
火……”中秋国庆假期，纳溪区白节镇赵
坪村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聂志君又
忙又开心，村里的竹文旅基地开业不到

两个月，第一个长假就爆满，“销量翻了
不止一番！”

竹产业和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让纳
溪尝到了甜头：当地已建成省级森林人
家、竹林人家、森林康养人家、森林康养
基地、森林自然教育基地、花卉产业园
区、竹林名镇等文旅品牌 20个，每逢节
假、周末，游客慕名前来。

（下转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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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大 韧性强 发展稳

我国塑料加工业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稳固

废旧锂电池成“香饽饽”回收利用待规范

四川着力提升竹产业品牌——

谱写“以竹代塑”兴业富民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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