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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新设外资企业同比增长39.7%

团体标准《发泡盐》实施

引导消费者选择优质发泡盐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商务部获悉，2023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同比

增长39.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339.1亿元，同比下降8.0%，规模仍处历史高位。

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32.1%、

12.2%。高技术产业引资 4233.4亿元，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为 37.3%，较 2022年全

年提升1.2个百分点，创历史新高。

（宗 禾）

本报讯 （记者 刘 元） 日前，中
国洗涤用品工业协会和福建省日用化
学品商会共同立项的团体标准《发泡
盐》开始实施。相关专家表示，该标准
的实施有助于规范市场发展秩序，引
导消费者选择优质发泡盐，重拾消费
者对产品质量安全的信心，助力行业
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发泡盐（俗称“温泉泡”
“沐浴球”等，本文统称为“发泡盐”）
具有发泡、清洁、芳香等功能，主要用
于泡澡、泡脚、香氛等日用场景。记者
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目前市场上的
发泡盐产品多样，单价在 4 元至 50 元

不等，且多执行企业标准。
“留香时间短”“敏感肌不适应”

“泡泡少”……在采访中，多位消费者
均有过“踩坑”经历，产品是否安全好
用全凭商家“一张嘴”。

对此，1 月 17 日，福建省日用化学
品商会秘书长谢静怡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发泡盐属于用前稀释类产
品，需要稀释后使用，但目前市场上稀
释发泡类产品暂无统一的标准和法规
要求，各地监管要求不一。各企业生
产的产品，配方五花八门，产品所使用
原料安全性没有保障，不利于行业的
健康发展。团体标准《发泡盐》要求发

泡盐原料须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
范》要 求 ，香 精 应 符 合 GB/T 22731-
2022《日用香精》，以确保原料安全。”

标准主起草单位福建双飞日化
有 限 公 司 质 量 负 责 人 林 龙 生 介 绍 ，
针 对 发 泡 盐 特 性 ，本 标 准 明 确 规 定
了产品的 pH 值、α-羟基酸含量、产
品 水 分 等 关 键 管 控 指 标 ，确 保 了 产
品 的 保 存 和 质 量 稳 定 性 ，保 证 消 费
者使用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专家组制定了适
用于发泡盐独有的水分测试方法。林
龙生告诉记者：“发泡盐因配方特殊，
遇到高温高湿易造成内容物分解，从

而影响产品水分测试结果。制定该项
指标时，同步参考了涉及的主要原料
的水分测试方法，结合企业的实际测
试条件，通过多次数据复核验证，最终
制定了适宜本标准发泡盐独有的水分
测试方法，可以减少产品分解对测试
结果的影响。”

“团体标准《发泡盐》可以作为第
三方检测时的依据，满足企业产品上
市质检和内部管控需求，引导企业标
准 制 定 ，助 力 发 泡 盐 市 场 高 质 量 发
展。”谢静怡表示，同时，该标准能引
导消费者选购优质发泡盐，保障消费
者权益。

在1月20日举行的第七届货运物流
行业年会上，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物流需求稳步
复苏，我国仍是全球需求规模最大的物
流市场，现代物流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
地位持续提升。

2023年全年社会物流总额预计达
350万亿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何黎明
介绍说，2023年我国物流市场实现恢复
增长，预计2023年全年社会物流总额将
达350万亿元。全年快递业务量达1320
亿件，连续十年稳居世界第一。国家铁
路完成货物发送量 39.1亿吨，再创历史
新高。民航货邮运输量 735万吨，基本
恢复至2019年水平。

另外，我国物流企业产业竞争力
不断提升。截至 2023 年底，我国 A 级
物流企业，即企业经营状况较好、市场
竞争力较强的物流企业超过 9600 家。

2023年中国物流 50强企业物流业务收
入合计超过 2.3 万亿元。智慧物流企
业稳健成长，网络货运平台企业预计
超过 3000家。

第六次全国物流园区调查显示，全
国规上物流园区超过 2500个。重大物
流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快，国家物流枢
纽达到 125个，示范物流园区 100个，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 66个。在 25个城市推
动国家综合货运枢纽建设。中西部地区
物流设施补短板初现成效，助力区域产
业布局调整优化。海外仓等跨境物流设
施布局加快。

另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员
企业调研显示，反映需求不足的企业占
比较多。何黎明表示，展望 2024年，我
国现代物流正进入温和增长阶段。

何黎明表示，随着财政政策适度
加力、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物流需求总
体稳定，最终消费持续复苏，带动生
产、进口需求稳步回升，市场温和增长

将成为常态。

物流系统性结构性降成本空间巨大

另外，何黎明介绍，随着发展现代物
流体系的制度保障逐渐完善，我国物流降
成本工作积极推进，衡量经济运行效率的
重要指标——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
比率，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降低全社
会物流成本的相关方案正在制定中。

2023年前三季度，社会物流总费用
与GDP的比率为 14.3%，较去年同期下
降 0.4个百分点，降至近年来的较低水
平，也就是单位GDP所需耗费的物流费
用有所下降。

国家政策层面，促进降成本举措持
续落地生效。大宗商品仓储用地土地使
用税和挂车购置税减半征收，交通物流
领域金融支持政策延续实施，鲜活农产
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进一步优化。高
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新能源商品汽车铁
路运输获得政策支持，一批便利通关、便

利通行政策得到推广，智能网联汽车准
入和上路通行开始试点。

何黎明表示，随着全国物流统一大
市场建设推进，各部门形成政策合力，物
流制度保障更加完善，营商环境更加优
化，激发企业活力和信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有效降
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相关部门正在制定
降低物流成本方案。何黎明表示，总体
来看，我国传统物流“低价格、低效率、低
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随着物流市场增
速放缓，降成本压力难以传导，亟须向现
代物流发展新模式转变，寻找新时期发
展的战略路径。

何黎明指出，要认识到降低物流成
本不是简单降物流价格，也不是挤压各
方利润水平，而是聚焦提质增效，通过资
源整合、流程优化、信息对接、减少浪费，
系统性结构性降成本空间巨大。

（央视新闻）

我国2023年快递业务量达1320亿件 物流需求稳步复苏

本报讯 商务部网站 1 月 19 日发
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网上零售额
15.42 万亿元，增长 11%，连续 11 年成
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

在线的实物消费创历史新高，扩
大消费新动能更加强劲。实物商品网
络零售占社会零售比重增至 27.6%，

绿色、健康、智能、“国潮”商品备受青
睐，国产品牌销售额占重点监测品牌
比重超过 65%。促进家居消费政策效
果显现，政策出台以来，2023 年 8—12
月 ，适 老 家 具 、家 庭 影 院 同 比 增 长
372.1%和 153.3%。

在线服务消费则更加多元。在线

旅游、在线文娱和在线餐饮销售额合计
对网上零售额增长贡献率 23.5%，拉动
网上零售额增长 2.6个百分点。去年，
在哈尔滨冰雪季、贵州村超等一系列旅
游亮点带动下，在线旅游销售额增长
237.5%；在线文娱销售额增长 102.2%；
在线餐饮销售额增长 29.1%，占餐饮消

费总额比重进一步提高到22.2%。
数实融合新模式更加丰富。产业

电商平台交易功能进一步强化，商务
部 重 点 监 测 平 台 交 易 额 增 幅 达 到
30%。全年农村和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分别达 2.49 万亿元和 0.59 万亿元，增
速均快于网上零售额总体。

目前，我国“丝路电商”伙伴国增
加到 30 个，上海“丝路电商”合作先行
区 34 项任务已经启动，电子商务制度
型开放新高地建设初见成效，国际合
作新空间更加广阔。

（辛 文）

本报讯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92241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6.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
发电量为89091亿千瓦时。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278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11.5%；第二产业用电
量607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5%；第三
产业用电量 1669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2%；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3524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0.9%。

用电量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2023
年，我国制造业稳步推进“高端化”，新能
源产品引领“绿色化”。中国电力企业联
合会有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高技术及
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11.3%，增速
领先于制造业整体水平3.9个百分点。

在浙江，工业用电呈现“一加一减”
态势。“‘减’体现在铝冶炼等高载能行
业，用电量同比下降超13%；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制造业用电量则在‘加’，同比增
长50.9%。”国网浙江营销服务中心数字
化业务室副主任孙钢举例。在安徽，

2023年汽车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超
37%，其中新能源车整车制造用电量同
比增长超117%。

2023年，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对经
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电
力企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批发和零
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全年用电量同比
增速处于14%至18%之间。在新疆，冰雪
产业持续释放热效应，天山天池国际滑雪
场推出冰上运动、雪地足球、雪地卡丁车
等游玩项目，吸引大量游客参与体验。电
网数据显示，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
月4日，天山天池国际滑雪场用电量同比
增长超过103%。 （新 文）

去年中国网上零售额逾15万亿元
在线服务消费更加多元化

2023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7%

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11.3%

近日，在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溪港乡安山村，村民们正在紧张地制作
板凳龙，224节板凳龙制作即将完成，以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台州市仙居县溪港乡是省级非遗小镇，安山村板凳龙活动有400多年
的历史，今年板凳龙制作历时3个月，共224节约365米长。春节期间，400
多位村民将抬着板凳龙巡游表演。 （中新网）

浙江仙居：制作板凳龙迎新春

图片新闻

图为村民在制作板凳龙龙头。

“工业经济在波动中实现稳步恢复，中国制
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保持全球第一。”

1 月 19 日，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2023年
工业经济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其中制造业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制造业总体规
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

当全球制造业面临诸多挑战之际，“Made
in China”却凭实力向全球市场交上了一份满意
的答卷。

2023年，我国工业经济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
间的恢复后，呈现出回升向好态势。这一趋势不
仅反映了我国经济的韧性和活力，更凸显了我国
政府在稳定工业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政
策效应。而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辛国斌所提出的稳、新、强、融、优五个特
点，更是对这一态势的深入解读和精准概括。

“稳”字当头看增长。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较2022

年提升1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
27%；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一个个鲜活跳跃的数字背后，是“稳”字
当头让政策落实的掷地有声。无论是各类政策围
绕着稳定市场预期、提振企业信心的展开，还是稳
就业、促消费，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成果的不断显
现，这些都让经济发展的根基不断夯实坐稳。

以“新”为擎添动能。
当“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我们看

到，27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2家国家地方共
建制造业创新中心正在布局，45个国家先进制造
业集群正加快建设，新材料、机器人等一批新兴
行业正快速成长，“工业母”“关键软件”一个个新
词汇频繁涌现。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提升了我国
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地位，更为工业经济的转型
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

“强”基础进一步夯实。
2023年，我国工业经济展现出强劲的增长势

头，特别是在一些高技术产业领域，如电子信息、
航空航天等，表现尤为突出。421家国家级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
厂背后，是我国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
级，加大智能制造推广力度；电子、软件等行业强
势发展背后，是我国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和安全水平，推进补短板和强基础的显著成果和
强劲韧性。

高度“融合”建立新增长点。
在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壮大的步伐中，

2023 年全年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互联
网行业稳步恢复。数实融合全面深化，网络和数
据安全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工业经济与数字经
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更体现在产业层
面。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业态的兴起，将
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推动了产业
的转型升级，更为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点。

更“优”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深入落实民营经济 31 条、不断优化营商环

境、推进产融衔接、提升服务质量成为推动工业
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个个瞩目的成就，体现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
展和全球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也为中国制造业未来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4年工业经济面临
的内外部环境依然严峻复杂，但我国拥有完整的产
业体系、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等
优势，特别是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召开后，汇
聚起各方支持工业发展的强大动能，工业经济长期
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