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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以旧换新利企惠民

我国用水效率和效益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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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获悉，初步统计显示，2023年我国用水总量保持在

6000亿立方米左右。

这意味着，2014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一倍的情况下，用水总量总

体稳定在6100亿立方米以内；与2014年相比，2023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

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1.7%、55.1%。全国用水“账单”里的变与不变，反

映了用水效率和效益持续提升，印证了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

(综 合)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
负责人华中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透露，按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部署，发展改革委已会同相关
部门启动了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修订工作。
这一举措无疑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又一重要步骤，对于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引导
外资投向、促进产业升级具有深远意义。

现行2022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总条目
达1474条，涵盖了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优势产业，
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明确的指引。此次修
订工作将延续这一正面效应，继续将制造业作为鼓
励外商投资的重点方向，并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
深度融合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制造业的
国际竞争力，也将为服务业注入新的活力，推动经
济结构优化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订还特别强调了对先进
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的
支持力度。这些领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
也是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
加大对这些领域的支持力度，可以吸引更多外资进
入，推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增长注入新
的动力。

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石，其重要性不言而
喻。鼓励外商投资制造业，将有助于引进国外先进
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
创新能力。同时，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也
是现代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鼓励外资投向
现代服务业，可以推动服务业的提质增效，满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

此外，中西部目录的修订也体现了因地制宜
的原则。各地方资源禀赋和产业条件各不相同，
因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加大
对基础制造、适用技术、民生消费等领域的支持
力度，有助于发挥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推动
区域协调发展。

当然，鼓励外商投资并不是简单的“开门迎
客”，更需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提供优质的服
务。在修订过程中，通过与外国商会、外资企业
的充分沟通，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需求和诉
求，为修订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同时，我国还
应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保障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让外资企业在华投资
更加放心、安心。

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的修订，是我国深化对
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优化外
商投资环境、引导外资投向、促进产业升级，我们可
以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为我国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这也将推动我国与世界各
国的经济合作更加紧密，共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新体制。

期待修订后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能够尽
快发布实施，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
时，广大外资企业也应当抓住机遇，积极投身中国
市场，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国务院日前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行动方案》），消费品以旧换新再次
成为热点话题。多位专家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利于畅
通生产到消费良性循环。

激发潜在需求

“以旧换新政策符合居民消费升级
需要，能够促进居民潜在需求释放，让高
质量耐用消费品更多进入居民生活。”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
员陈丽芬表示，以旧换新政策可以发挥
消费的乘数效应和财政的撬动作用，充
分利用国内大市场优势。

“耐用品商品特别是大宗耐用品消
费具有单价高、占消费总量比重大的特
点，对于稳消费促消费很关键。”国家信
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
任邹蕴涵表示，耐用品商品消费潜力释
放仍有较大空间，一个是更新需求，另一
个就是升级需求。

从家电领域看，据中国家电网行业

中心测算，上一轮家电下乡累计销售的
2.93亿台产品已经到了需要更新换代的
阶段。与此同时，家电升级需求也不容
忽视。国际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智能家
居设备市场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878
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家居市场。

从汽车领域看，国家信息中心研究
显示，预计今年汽车市场换购需求占总需
求的比重将提高至44%，并超过首购需求
的占比，带来可观的汽车销售增量。

邹蕴涵认为，当下推动消费品以旧
换新从宏观层面看具有畅通供需循环的
重要作用，更有微观实际需求作为支撑，
能够对消费需求释放形成正向影响。

从普及到升级

多位专家指出，上一轮以旧换新活
动处于大件耐用品全民普及阶段，特
别是以农村普及为主，而本轮以旧换
新处于耐用品需求升级阶段，消费者
从追求“有没有”变为看重“好不好”，
特别追求智能化、绿色化。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

出，对消费品以旧换新，要坚持中央财
政和地方政府联动，统筹支持全链条
各环节，更多惠及消费者。”邹蕴涵表
示，从政策层面设计看，本轮以旧换新
活动吸纳了上一轮活动落地实践中的
经验，强调“统筹支持全链条各环节”
切中了关键。

鼓励消费者更换老旧产品，有助
于拓展环保、节能、高效产品的市场空
间，进一步满足升级需求。陈丽芬表
示，此次促消费将更注重绿色节能、低
碳环保，坚持标准引领。同时，以旧换
新品类范围更广，更强调建立“换新+
回收”的物流体系，促进消费升级、产业
升级的同时，加快完善资源循环回收利
用体系，形成支持全链条各环节的闭环。

供求良性互动

《行动方案》通过财税、金融、投资等
政策支持和引导鼓励企业开展以旧换新
活动，畅通流通堵点，创造新的市场需
求。专家指出，随着市场不断扩大和消
费需求不断升级，供给端的技术创新和

需求端的产品升级将带动相关产业快速
发展，推动经济体系升级，形成投资与消
费良性互动。

邹蕴涵表示，当消费市场较为活跃
的时候，总供求不平衡问题将得到缓解，
各产业链企业经营进一步向好，生产循
环更容易顺利实现。升级消费需求也能
进一步带动产业升级，推动供给质量迈
上新台阶。

浙江阿里巴巴闲鱼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总裁丁健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和《行动方案》给整个循环经济行业发展
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提升了闲置物品的
流通规模，让闲置交易行业乃至整个循
环经济迎来新一轮上升期。

邹蕴涵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拉
动今年消费进一步向好的重要举措，要
坚持市场为主、政府引导的基本原则，充
分激发生产企业、平台企业、回收企业、
拆解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多方积极性，给
予各参与方实实在在的支持，将政策落
到实处。

（经济日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
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给备受关注的预
制菜行业定下了几条硬指标，推动预制菜
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预制菜产业是近年来发展迅猛的新
兴食品产业，2023年“培育发展预制菜产
业”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据赛迪顾问
统计，全国已有618个县（市、区）重点发
展预制菜产业，2023年预制菜产业规模突
破4800亿元，增速超过13%。近3年预制
菜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截至2023年底，预
制菜相关企业数量达8万家，企业数量仍
逐年走高。

虽然发展迅猛，但哪些食品属于预
制菜，业内有不同说法。《通知》首次在国
家层面明确，预制菜是以一种或多种食
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
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
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
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

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
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
预包装菜肴。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
表示，《通知》一方面突出了预制菜工业化
预加工特点。预制菜应当具备和符合规
模化、标准化、洁净化、规范化食品生产加
工特点和要求，更好发挥食品工业化优势
作用。另一方面，突出菜肴属性。仅经清
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
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
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
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
治、披萨等主食类产品不属于预制菜。中
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
不经加热或熟制就可食用的即食食品，以
及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
菜也不属于预制菜。

对于符合预制菜定义的产品，《通知》
制定了更严格的生产监管标准，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一条是明确预制菜不添加防腐
剂。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
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主要是考虑到

满足消费者对预制菜的更高期待。
防腐剂、添加剂过多，一直是消费者

对预制菜最大的担忧。预制菜虽经过工
业化预制，追求快捷便利美味，但仍属于
菜肴范畴，消费者在菜肴烹制过程中一般
不添加防腐剂，规定预制菜中不添加防腐
剂更加符合消费者期待。从技术层面讲，
食品添加剂“非必要不添加”“在达到预期
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食品添加剂在
食品中的使用量”已逐步成为行业共识。
预制菜通过冷冻、冷藏等贮存条件和后杀
菌处理工艺，已无使用防腐剂技术必要
性。基于这两点，《通知》给预制菜下了防
腐剂禁令。

但该负责人提醒，不使用防腐剂，意
味着预制菜在生产、贮存、运输、销售过程
中，对环境、温度、湿度、光照等有较高要
求，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全链条食品安
全风险管控，不同类别预制菜应严格符合
相应的冷冻冷藏等条件要求，以保障食品
安全。

餐饮环节预制菜使用情况是消费者
关注的重点。2022年、2023年，中消协多

次点名预制菜，称消费者因预制菜销售不
够透明产生侵权隐忧，预制菜菜品标识不
详细，外卖、堂食中使用预制菜未告知等
话题关注度最高。

消费者并非不能接受预制菜。今年
春节期间，盒马半成品年菜销量同比增长
46%，黑松露芝士帝王蟹腿、蒜蓉帝王蟹
腿、金汤佛跳墙等相当受欢迎。消费者不
能接受的是，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
预制菜，或者花了要求现炒的钱，吃的却
是预制菜。对此，《通知》提出，大力推广
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保障消费者
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预制菜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前提下，
可以进一步提升口味、品质，但预制菜和
新鲜现炒还是不一样的，这个信息影响
消费者选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大力
推广预制菜明示，对于推动预制菜行业
走向正规、提升质量具有深远影响。接
下来，要看各地落实的力度，也要看各个
企业积极主动的态度。预制菜产业链条
长、关联度广、技术要求高，在促进农产
品深加工、食品工业转型、消费升级、创
业就业等方面均有积极意义。社会各界
应共同监督这个行业，督促其健康有序
发展。

（中 经）

本报讯 据国家药监局网站消息，
日前，2024年全国化妆品监督管理工
作会议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

会议强调，要准确认识当前化妆品
监管形势，全面把握当前化妆品监管方
向，坚持政治引领，做中国式现代化的
贡献者；坚持人民至上，做人民安全用
妆的守护者；坚持长期主义，做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推动者；坚持精准施策，做
科学监管的践行者。

要认真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按
照“讲政治、强监管、保安全、促发展、
惠民生”工作思路，完善化妆品监管

制度体系，构建化妆品技术支撑体
系，不断加强化妆品监管能力建设，
切实保障公众用妆安全，促进化妆品
产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对2024年化妆品监管工作部
署五项重点任务：强化化妆品监管能力
建设，健全完善化妆品监管法规体系；
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提升化妆品监管安
全保障能力；持续创新管理制度，推动
化妆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好指导服
务，推进化妆品安全评估制度平稳实
施；突出政治本色，统筹推进化妆品监
管队伍建设。 （综 合）

进入春分时节，正是先市酱油一年一度春日投料的最佳时期。先市酱
油传统酿制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赤水河流域盛产的大豆、小
麦和赤水河水、自贡井盐 4种原料，严格遵循筛选、浸泡、蒸焖、摊凉、拌和、
制曲、制盐水、移料入缸、日晒夜露、自然浸油、暴晒浓缩、过滤澄清、灭菌包
装等工序酿造而成，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有效带动了当地就业，助力乡村
振兴。

（人民图片网）

本报讯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发布数据
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共有体育场地
459.2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40.71亿平方
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89平方米，提前实
现了《“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提出的
2.6平方米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目标。

扩大健身场地设施供给。截至2023
年底，支持1000个没有配建全民健身场
地器材的乡镇/街道补齐短板。支持各地
启动283个体育公园、全民健身中心（小

型体育综合体）等项目。在近8500个老
旧小区、3800个城市公园新增包括乒乓球
台在内的各类健身设施约7.5万个。

对已建成的场地设施，多措并举提升
开放服务水平。2023年，补助2491个公
共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覆盖近
1400个县级行政区域。这些场馆核心区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场地面积超2000万平
方米，受益人次超过4亿。

加大赛事活动供给，满足多样化健身

需求。2023年，各级组织通过全民健身信
息服务平台上传的群众身边的赛事活动
达24.6万场，约7183万人参与。2023年
全民健身线上运动会累计上线190余个
赛事活动，直接参赛人数达2198万余人。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断壮大。截
至 2023年底，全国体育社会组织近 6.59
万个，累计培养公益类社会体育指导员
320万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
2.28名；新培养了超5万名农村女性社会

体育指导员。
国家体育总局接下来将重点在破解

“健身去哪儿”难题、统筹区域发展、聚焦
重点人群、搭建人民群众体育舞台4个方
面下功夫，让体育发展成果真正更多、更
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综 合）

六部门推动预制菜行业规范发展
对符合预制菜定义的产品制定更严格的生产监管标准

四川合江：传统酱油春日投料

图为3月23日，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先市酱油露天晒场，工人抢抓时节开
启今春的手工投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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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化妆品监督管理
工作会议召开

我国体育场地建设提前实现规划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