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需远行，在喧闹的都市一隅即能围坐在帐篷边，喝上一杯咖啡，体验露

营的轻松和惬意。日前，咖啡馆“露营风”的消费场景持续受到年轻人、都市

白领的追捧。

图为北京朝阳区北投城市购物公园的一间咖啡馆内，消费者在悠闲

地享受周末。

本报记者 于 芳 文/摄

咖啡馆劲吹“露营风”

本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岗
电话：（010）67605353 67606237
邮箱：xfrbjw@163.com

搜狐新闻客户端 消费日报微信公众平台

步骤一：扫码下载搜狐新闻客户端
步骤二：打开应用点击上方“订阅”

步骤三：选择“添加订阅”后搜索“消费日报”
步骤四：点击右上角“+关注”即可

《消费日报》搜狐新闻客户端订阅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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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这标志着新质生产力将成为产业
发展的大趋势。对于轻工业而言，这一重要战略
举措不仅意味着行业发展的巨大机遇，更意味着
一种挑战和转变。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
变的背景下，轻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必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应对市场变革、
提升产业竞争力。可以说，越快培育新质生产
力，越能在未来抢占先机。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
解释，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
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
先进生产力。著名经济学者周济民把新质生产
力定义为由掌握丰富知识的劳动者、作为新介质
的劳动资料、虚实同构的劳动对象三要素构成，
并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
产业为阵地，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方向，适应新
历史时期的新型生产力。

也就是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
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
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当前，新质生产力已成为社会关注度极高的
热词，也将成为包括轻工业在内的众多制造业的
发展大趋势。

创新是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轻工
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轻工业作为与日常
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其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
模式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产品创新能够满足
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技术创新能够提升生
产效率和质量，模式创新则能够打破传统产业链
的限制，实现产业链的升级和重构。因此，轻工
业应当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通过不断
创新来推动行业的转型升级。

越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越能在未来抢占先
机。当前，全球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和调
整，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为轻工业
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
轻工业必须加快步伐，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只
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拥有了自主创新能力，才能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抢占未来发
展的制高点。

那么，轻工行业如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呢？首先应该是加强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培
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轻工业应当加大对科技
创新的投入，建立健全科技创新体系，加强与高
校、科研机构等的合作，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同时，要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
产品。

其次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轻工业应当通
过数字化转型、技术升级、设备更新、工艺改进等
方式，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
展。同时，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布局，

提升产业链的协同能力和竞争力。
第三是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新质生产力是要靠人来推动的，

人才是推动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轻工业应当加强新质生产力的人
才培养和引进，建立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于
轻工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来。同时，要加强与国际先进企业的交
流与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轻工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轻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以应对市场变革、提升产业竞争力。通过加强科技创新、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以及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等措施的实施，轻工业一定能
够在未来发展中抢占先机，实现更加繁荣和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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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增长加快、投资增速有
所回升、市场销售持续恢复……前 2个
月，随着宏观组合政策靠前发力、经济
运行持续恢复，加上春节假期的有力
带动，国民经济起步平稳、稳中有升。
3 月 18 日，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
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刘爱华
介绍了有关情况。

工业生产增长加快
行业和产品增长面扩大

1 至 2 月份，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
地显效，工业生产增长加快，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比上年 12月
份加快 0.2个百分点。

行业和产品增长面扩大，实物量
指标较快增长。1至 2月份，41个工业
大类行业中，39个行业增加值实现了同
比增长，增长面为 95.1%，比上年 12 月
份扩大 19.5个百分点；统计的 619种主
要工业产品中，418 种产品产量增长，
增长面为 67.5%，扩大 5.7 个百分点。
从实物量指标看，规模以上工业发电
量同比增长 8.3%，货运量增长 7.5%，
均保持较快增长。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加快。1至 2月
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7.5%，比上年 12月份加快 1.1个百
分点，连续3个月加快增长。其中，电子
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
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2.6%和14.1%。

消费品制造业回升幅度较大。1至
2月份，规模以上消费品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4.7%，比上年 12月份加快 4.4
个百分点。13个消费品行业中，12个行
业增速回升。其中家具制造业增加值增
长 11.1%，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制 造 业 增 长 10%，食 品 制 造 业 增 长
7.3%，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

工业出口由降转增。1 至 2 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由上年 12月
份同比下降 3.2%转为增长 0.4%，结束
了此前连续 8 个月下降态势。十大出
口行业中，有 8 个行业出口增速较上
年 12月份加快或降幅收窄。

2 月 份 ，制 造 业 采 购 经 理 指 数
（PMI）为 49.1%，比上个月降了 0.1 个
百分点。在刘爱华看来，回落的主要
原因是春节前后制造业处于传统生产
淡季，员工假期返乡增多，企业生产经
营受到一定影响，“从市场预期看，2月
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4.2%，比上月上升 0.2个百分点，说明
制造业企业对春节后市场发展信心有
所增强。下阶段，随着总体需求逐步
恢复，经济循环日益修复，制造业 PMI
有望继续改善。”

投资增速有所回升
新动能领域投资较快增长

1 至 2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4.2%，比上年全年加快 1.2 个百分
点，呈现出较多亮点。

三大领域投资增速加快或者降幅
收窄。1 至 2 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长
9.4%，比上年全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6.3%，加快 0.4个百
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9%，降幅
收窄 0.6个百分点。刘爱华认为，综合
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建商品房销售面
积、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等数据看，房地
产市场仍处于调整转型中，“下一步，
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供给、完善商品
房相关基础性制度等措施的落实，将
会有助于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和高质
量发展。”

新动能领域投资较快增长。1至2月
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4%，制造
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15.1%，快于全部

投资增速。1 至 2 月份，太阳能发电、
风力发电等新能源行业的重点领域投
资保持较快增长，分别同比增长 46.4%
和 17.7%。

民生补短板投资持续增加。1至2月
份，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水利管理
业投资分别增长 32.7%、13.7%。

大项目带动作用明显。1 至 2 月
份，计划总投资亿元及以上的项目完
成投资同比增长 12.1%，增速比上年全
年提高 2.8个百分点。

民间投资情况有所好转。1至 2月
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0.4%，
由上年全年下降0.4%转为增长，占全部
投资比重为 52.6%，比上年全年提高 2.2
个百分点。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
运输业民间投资实现两位数增长。

刘爱华认为，下阶段，2023年四季
度增发的 1 万亿元国债逐步形成实物
工作量、加强民间投资项目融资支持、
要素保障政策落实落地、重点领域投
资力度加大等因素，将对投资平稳增
长发挥支撑作用。

市场销售持续恢复
服务消费潜力加快释放

今年以来，市场销售持续恢复，服
务消费潜力加快释放。1至 2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5.5%。

假日经济提振服务消费。尤其是春
节假期，外出就餐、走亲访友、旅游出行、
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更加活跃，服务消
费持续升温。1至2月份，服务零售额同
比增长12.3%，快于商品零售额7.7个百
分点。1至2月份，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
长 12.5%。春节假期，全国营业性演出
场次、票房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52.1%和
80.1%，国内出游人次、出游总花费分别
增长34.3%和47.3%。

升级类商品和大宗商品消费不断

扩容。1至 2月份，限额以上单位通讯
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
同比分别增长 16.2%和 11.3%。汽车
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零售额分
别增长 8.7%、5.7%。

新消费业态较快增长。新型线上
消费模式加速渗透，即时零售、直播带
货等新零售模式快速发展，带动网络
购物较快增长。1至 2月份，实物商品
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14.4%，比上年全
年加快 6个百分点。

农村消费活力较强。农村餐饮、旅
游、农产品等消费持续升温。1至 2月
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5.8%，
增速高于城镇 0.3个百分点。

“从未来走势看，支撑消费稳定增
长的有利条件还比较多，消费领域出
现的积极变化有望持续。”刘爱华认
为，从消费空间看，服务消费稳步扩
大，线上线下融合消费趋势更加明显，
新型消费的快速发展为消费增长提供
了新动力；从供给能力看，新型基础设
施快速发展，网络技术、云计算、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应用不断
成熟，消费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支撑
基础看，经济持续恢复、就业收入稳定
增长，为扩大居民消费能力创造了有
利条件；从政策支持看，《政府工作报
告》对促进消费稳定增长作出了具体
安排，政策效应将持续释放。

“前 2 个月经济运行起步平稳，为
全年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刘爱华表
示，从前 2 个月经济运行情况看，虽然
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依然复杂严峻，
但我国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推动经
济回升向好的积极因素在累积增多，
加上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实现 5%
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有条件有支
撑，经过努力可以实现。

（人民日报）

国家统计局介绍前两个月经济运行情况——

起步平稳 稳中有升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
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自 2024年 7月 1日起施行。《条例》共 7
章53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

一是细化和补充经营者义务相关
规定。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保
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缺陷产品处
理、禁止虚假宣传、明码标价、使用格式
条款、履行质量担保责任、消费者个人
信息保护等义务作了细化规定。补充
了经营者关于老年人、未成年人消费者
权益保护相关义务规定。

二是完善网络消费相关规定。规
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强制或者
变相强制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
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
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
准。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
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
消费者注意。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
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三是强化预付式消费经营者义
务。规定经营者应当按照与消费者的
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不得降低商品
或者服务质量，不得任意加价。未按照
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消
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还预付
款。经营者出现重大经营风险，应当停
止收取预付款；决定停业或者迁移服务
场所的，应当提前告知消费者，继续履

行义务或者退还未消费的预付款余额。
四是规范消费索赔行为。规定投

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
定，不得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
益，侵害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市场
经济秩序。商品或者服务的标签标识、
说明书、宣传材料等存在不影响商品或
者服务质量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
的瑕疵的，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对
于通过夹带、掉包、造假、篡改商品生产
日期、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赔偿或者敲
诈勒索经营者的，依法予以处理。

五是明确政府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职责。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组织、协调、
督促有关行政部门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职责。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消费投诉、举报，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
示，加大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及时查处
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此外，《条例》明确了消费者协会履
职要求，细化了消费争议解决相关规
定，对违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
任。 （辛 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布

今年前两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1%
本报讯 3月20日，国家能源局发布1至2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等数据。1至2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1531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0%，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

14870亿千瓦时。

（综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