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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月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优化
本报讯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602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27.9%。对此，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分析指出，2023年1至4月，我国吸引外资

4994.6亿元人民币，为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同比有所下降，主要是受去年高基数影响。

今年1至4月，我国吸引外资呈现新设企业较快增长、引资结构持续优化的态势。

（宗 文）

今年仅用四个月时间，我国快递业务量就达到
500 亿件，比 2023 年提前 32 天。据国家邮政局统计，
目前，我国每天约4亿件快递包裹被揽收，其中1亿多
件在农村地区流动。“快递员进村、农产品出村”是畅
通城乡经济循环的重要一环，也是激发乡村消费动能
的有力支撑。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快递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了新的渠道。福建茶叶、东北
大米、陕西苹果、四川柑橘、山东大蒜等众多农产品通
过快递从田间地头发往全国各地，进入消费者的“菜
篮子”和“果篮子”，不仅满足了百姓日常生活所需，也
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今年 3 月，商务部、交通运输部、国家邮政局等九
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加快农村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建设等六个
方面十四条具体举措。作为连接城乡生产和消费的
重要纽带，乡村物流对于促进农产品流通、提高农民
收入、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乡村物流通过建
立农产品配送网络，将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接送到消
费者手中，大大缩短了农产品的流通时间，降低了农
产品的流通成本，提高了农产品的流通效率，保证了
农产品的新鲜度。同时，乡村物流还可以通过数据分
析，了解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帮助农民进行精准种植，
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效率，推动农业更好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乡经济循环是国内大循
环的重要方面，也是确保国内国际两个循环比例关系
健康的关键因素。”加快乡村物流体系建设，打通农产
品出村进城“最初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进村“最后一
公里”，可以更好满足农村生产生活和消费升级需求，
也能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贡献。

为了加快乡村物流体系建设，政府部门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投入、优化税收政策、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等。这些政策措施为乡村物流体系
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2023 年我国加快健全
县乡村寄递服务网络，启动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三
年行动，实施“一村一站”工程，累计建成 1267 个县级
公共寄递配送中心、28.9 万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
站和 19 万个村邮站；2024 年还将继续扎实推进“快递
进村”工程，有力推动乡村物流业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相关部门持续推进乡村物流基础设施
建设，包括农村公路、冷链物流等方面，为乡村物流体
系的完善奠定了根基。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公路总
里程达到 460 万公里，新增交邮联运邮路 1300 余条，
农村邮路汽车化率同比提升9个百分点。政府也加大
了对农产品冷链物流的支持力度，通过补贴、贷款等
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建设冷链物流设施，冷链物流得
到进一步推广。目前，全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市场规模
已达数千亿元，冷链物流设施不断完善，为农产品流
通提供了有力保障。

今年以来，国家积极支持快递行业以培育新质生
产力激发发展新动能，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和数
智化转型，鼓励引导快递企业加大科技研发应用力
度，加快推进自动化分拣、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
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依靠科技提高行业服务稳定
性、安全性、便捷性和行业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
平，提升行业的运输效率、服务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更
好实现物畅其流。

乡村物流体系建设关系到农产品流通、农村经济
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快乡村物流体系建

设，不仅有助于解决农村物流瓶颈问题，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还能
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物流正通
过不断创新揽收模式、加大冷链投入、优化运输路径、延伸服务链条
等方式，推动“快递进村”提质增效，实现农产品“种得好”“运得出”

“卖得火”。

本报讯（记者 闫 利）日前，记者从
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获悉，根据《工业
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2年第一
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
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94号）,《植物酵
素》被列入修订计划项目，计划编号
2022-0305T-QB，主要起草单位为中国
生物发酵产业协会等，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4年。该标准将进一步规范企业生
产，引导行业发展。目前，该标准项目已
经提出征求意见稿，在行业内公开征求意
见。意见征求截止日期为 2024 年 6 月
17日。

标准起草单位负责人介绍，《植物酵
素》（QB/T 5323—2018）行业标准已发
布实施多年，植物酵素作为主要的酵素
品类之一，随着产品种类的创新和质量

的提升，现有标准中有些指标、方法已经
不适合市场的需求，所以根据实际情况，
对植物酵素行业标准进行了修订。

从2022年5月标准计划发布到2024
年 5月形成征求意见稿，《植物酵素（修
订）》征求意见稿主要修订了哪些内容？

记者了解到，酵素是指以动物、植物、
菌类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微
生物发酵制得的含有特定生物活性成分
的产品。目前，植物酵素分为食用植物酵
素、农用植物酵素、日化植物酵素和环保
植物酵素。《植物酵素（修订）》征求意见稿
主要的技术变化涉及规范性引用文件、理
化指标、安全要求、理化检验、出厂检验规
定。

“具体来看，根据食用植物酵素生
产原料，并结合市场上产品特性和销售

情况，为了更好体现酵素区别于其他产
品的不同特性与特质，以及更好地满足
企业实际需求，征求意见稿最终确定了
γ-氨基丁酸、多酚、肽含量、短链脂肪
酸、低聚糖 5项食用植物酵素的特征性
指标。”标准起草单位负责人表示，微生
物在利用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的
过程中会代谢产生肽、短链脂肪酸、多
酚、低聚糖、γ-氨基丁酸等物质，这些
营养物质是衡量酵素营养价值的重要
指标，任何食用植物酵素产品都需要满
足以上 5个指标。

与QB/T 5323-2018相比，征求意见
稿中肽含量、短链脂肪酸、低聚糖为新增
加的特征性指标。特征性理化指标值根
据各企业提供的样品测试结果及建议确
定下限值。

“以 γ-氨基丁酸为例，其是酵素在
发酵过程中所产生的功能性成分之一，
γ-氨基丁酸作为有特殊生理功效的非
蛋白质氨基酸对人体尤为重要，其含量
越高，营养价值越高。因此确立γ-氨基
丁酸指标既可以作为本标准的特征指
标，又可以作为衡量其营养价值的重要
指标。”上述标准起草单位负责人表示。
与QB/T 5323-2018相比，征求意见稿提
高了γ-氨基丁酸下限值含量，将γ-氨基
丁酸含量液态酵素由“不小于0.03mg/kg”
修订为“不小于0.1mg/kg”。

标准起草单位负责人表示，未来该标
准的实施，将规范植物酵素（酵素）行业生
产，为国内外销售及开展对外技术、经济
交流提供法规依据，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
量的酵素产品。

本报讯 5 月 25 日 8 时 40 分，随着
X8157次中欧班列（西安—马拉舍维奇）
从西安国际港站开出，中欧班列累计开行
突破9万列，发送货物超870万标箱、货值
超3800亿美元，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介绍，国铁
集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市场
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加强国内国际
协调合作，加快共建中欧班列高效运输
体系、多元通道体系、创新发展体系、安

全保障体系，持续提升中欧班列运行品
质和效率，着力打造具有强大辐射力、带
动力和影响力的国际物流品牌，有力保
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服务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欧经贸往

来注入了新动能。
下一步，国铁集团将聚焦服务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秉持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
动中欧班列朝着更高质量、更好效益、更
加安全的方向发展，为促进我国外贸发
展、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有力运输服
务保障。 （辛 文）

本报讯 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简
称“中消协”）5月 27日发布的《中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3）》
指出，尽管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取得一定成效，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仍存六方面突出问题。

一是金融领域消费信用相关立法相
对滞后，消费者的知情权、隐私权、撤销
权、提前还贷权等基本权益需要有更好
法治保障。这一问题在当前金融消费日
益活跃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二是数字消费等新型消费领域消费
者权益保护制度供给仍显不足。在智能
终端、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数字人服务、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元宇宙虚拟场景、
盲盒经营等新兴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
的法律制度建设需加快推进。

三是预制菜等新型食品生产经营
模式的规范问题引起广泛关注。食材
不新鲜、口味还原度不够、产品同质化
严重、品牌化低、标准不健全等问题，
引发消费者担忧。

四是医疗美容合同“霸王条款”多，
营销“套路”消费者，黑机构、黑医生导
致“美容变毁容”等问题，亟待健全常
态化监管。

五是数字化背景下电诈手段层出
不穷，AI画像“精准诈骗”、小额多次诈
骗等让消费者防不胜防，加大全链条
治理力度、有效提升消费者防诈意识
和能力成为当务之急。

六是直播电商、新型网络营销等的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有待健全，

部分平台数据造假、低俗“带货”、诱导
私下交易等问题需要加紧治理。

针对以上问题，中消协在报告中强
调，相关部门需加大工作力度，完善法
律法规，加强监管执法，切实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同时，呼吁广大消费者
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共同营造良好的
消费环境。

（综 合）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今
年 4 月 29 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突破
500亿件，比 2023年提前了 32天。支撑
我国快递业务持续增长的动因主要是

“双轮驱动”和“服务提升”这两大因素。
双轮驱动是指国内与国际业务共同

驱动我国快递业高速发展。一方面，电
商的持续发展与新兴业务的不断出现，
奠定了我国国内快递业务发展的根基。
在国内电子商务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局
数据，今年 1至 4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44110亿元，同比增长 11.5%。其中，实
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37356 亿元，增长
11.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
为23.9%；在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中，吃
类、穿类、用类商品分别增长 19.2%、

10.5%、9.8%。很显然，这些网上零售的
增长直接推动了我国快递业增长。在新
兴业务方面，商务部组织电商平台企业
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换新品类达 200
多种，覆盖全国95%以上的城镇，一季度
以旧换新商品网络销售额增长超过 1
倍，直接助推快递业发展。

另一方面，2023 年国际/港澳台快
递业务量增速高达 52%，说明我国快递
国际业务企稳回升的态势非常明显。
今 年 一 季 度 ，我 国 跨 境 电 商 进 出 口
5776亿元，增长 9.6%，“丝路电商”伙伴
国电商进出口快速增长，特别是商务部

首次组织中国电商平台赴双边电商合
作伙伴国开展路演活动，取得了较好的
成果。

服务提升则是指我国快递企业积极
探索，在低价竞争与高品质服务之间寻
找平衡点。我国快递企业在起步阶段，
彼此曾经用降价竞争，导致快递企业单
量增加但是收入却在下降，低价恶性竞
争的结果是快递服务的质量受到影响。
如今，我国快递业的龙头企业逐步开始
在服务提升上下功夫，并且有的企业开
始提价保质，新的竞争策略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效益。相关数据显示，今年 4月

份快递服务质量指数同比提升 15.5%。
以国际快递为例，越来越多的国内快递
企业加大了在全球市场的布局力度，加
快了出海步伐，一批国内快递企业加入
国际快递市场竞争，也在逐步打破国际
快递龙头企业的垄断局面。我国的这些
快递企业试水之后，开始不断加大投资
力度，甚至开始在全球布局，跨境快递的
综合服务能力也在提升。

接下来，持续推动快递业发展，还应
通过实现资源共享，彻底解决“最后一公
里”问题，努力满足快递用户个性化需
求，确保精准到户，提升快递服务质量与
效率；还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网络设施的
投入，优化农村地区快递服务水平。

（经济日报）

2023年，全球新型显示行业全产
业链营业收入为 1876亿美元，中国占
比近50%；全球显示面板出货面积2.41
亿平方米，中国占比近73%。

5 月 28 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 (上
海)国际显示产业高峰论坛暨国际(上
海)显示技术及应用创新展(DIC 2024)
发布会上，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液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梁新
清介绍了上述信息。

梁新清表示，2016 年以来的 8 年
间，中国新型显示行业营业收入全球
占比提升了 25个百分点，显示面板出
货面积全球占比提升了 44个百分点，
均位居全球首位，逐渐形成以京东方、

TCL华星、天马、维信诺等龙头面板企
业为核心，辐射至上游材料、装备，投
资不断扩大的产业生态。

DIC 2024 联合主办方之一日经
BP(上海)总经理易扬表示，2023年，在
全球产业下行周期中，中国经济面临
周期错位和逆全球化潮流双重挑战，
行业承压下中国新型显示产业仍然展
现了较强的韧性，依托庞大的产能优
势，全球市场份额持续提升。

“一个行业，特别是技术、资金密
集型的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发展，离不
开全球同行和全产业链同仁的共同努
力。”梁新清表示。

（中新网）

本报讯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5月
2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4月，我国
市场手机出货量 2407.1万部，同比增长
28.8%。其中，5G手机2023.2万部，同比

增 长 52.2% ，占 同 期 手 机 出 货 量 的
84.1%。

2024年1—4月，中国市场手机出货
量9148.6万部，同比增长12.3%。其中，
5G手机7666.5万部，同比增长18.3%，占
同期手机出货量的83.8%。

中国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大幅增
长。4 月，中国国产品牌手机出货量
2057.6万部，同比增长 25.5%，占同期手
机出货量的85.5%；上市新机型32款，同

比下降 41.8%，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
数量的97.0%。

1—4 月 ，国 产 品 牌 手 机 出 货 量
7628.6万部，同比增长 20.9%，占同期手

机出货量的 83.4%；上市新机型 120款，
同比下降 13.0%，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
型数量的92.3%。

4月，国内手机上市新机型33款，同
比下降45.0%。其中5G手机22款，同比
下降 24.1%，占同期手机上市新机型数
量的 66.7%。1—4月，国内手机上市新
机型 130款，同比下降 12.8%。其中 5G
手机 71款，同比增长 6.0%，占同期手机
上市新机型数量的54.6%。 （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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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行业生产 满足市场需求

《植物酵素》标准拟修订五项特征性指标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九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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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保护仍存六方面突出问题

快递业跑出加速度

2023年全球显示面板出货面积我国占比逾七成

4月我国市场手机出货量增长2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