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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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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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突破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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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市场监管总局所属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统计，截至2024年6月底，我国登

记使用商品条码的消费品品种总量突破2亿。结合国际物品编码组织（GS1）统计数据

看，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位居全球第一。

消费品品种增长速度持续提升。商品条码作为消费品的唯一产品“身份证”标识，

是消费品进入市场流通的表征，企业每申报一种商品条码数据就标志着一款新商品的

诞生。2024年上半年，登记使用商品条码的消费品新增 966.4万种，同比增长 14.8%。

（新 文）

本报讯 8月 1日，中国轻工业信
息中心正式公布中国轻工业数字化
转型急需解决的技术目录。

为贯彻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推动轻工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针对轻工行业门

类多、应用场景广的特点，中国轻工
业信息中心此前面向行业重点骨干
企业征集企业急需的数字化转型技
术方案。

经系统梳理，企业提出包括食
品综合、家电、酿酒等 25 个领域的

77项数字化技术问题急需解决。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介绍，此

次发布的揭榜制项目聚焦智能制
造、节能低碳、AI 设计、智慧产业集
群等前沿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领
域，重点围绕共性关键、急需紧缺领

域，开展“卡脖子”技术攻关和科技
成果转化。期待拥有成功经验、成
熟方案的企业和团队针对技术方案
目录，揭榜挂帅，为轻工业数字化转
型提供支撑，为“智慧轻工”建设贡
献积极力量。 （黄芷凌）

77项轻工业数字化转型“揭榜挂帅”任务发布

我国是手机生产和消费大国，每年更新换代
的废旧手机不计其数，但当下，手机的回收利用仍
然不充分不全面。究其原因，除了存在标准体系
不健全、回收处理能力不足、价格低于预期等问
题，实际上，不少消费者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这
使得手机回收意愿较低，超过半数废旧手机被闲
置在家。

“我国平均每年产生 4 亿部以上废旧手机，废
旧手机存量已超过 20 亿部。”如果把这些废旧手机
进行有效回收利用，无异于建造一座隐形的“富
矿”，因为废旧手机内含有铂、黄金、钯、银、铜、锡
等许多价值高的有色金属。据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估算，一吨废旧手机经过回收处理后，可提炼约
200 克黄金。从手机线路板提取黄金的成本比直
接开采冶炼原生金矿要低 20%至 65%。手机芯片
上的元素硅通过提纯加工后，也可用于制作半导
体元件的单晶硅。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调查数据显示，一部手机
的平均寿命约为 2.2 年，我国每年产生的废旧手机
有一半以上被消费者闲置留存。一边是废旧手机
存量不断增加，一边是消费者不愿把手机放入回
收渠道，使得不少回收公司“无米下锅”，隐形“富
矿”无法发生效力。

笔者认为，废旧手机回收难与隐私保护不完
善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要让消费者放心地把不用
的手机放入回收渠道，就要对个人的隐私保护，阻
断通过废旧手机泄露隐私的风险。

数字技术、智能化大发展的背景下，手机承担
的事务几乎涵盖了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手机
中不仅存储着大量的个人信息，如联系人、照片、
银行账户、视频、聊天记录等，还储存了工作的重
要资料，如合同、数据等。在废旧手机上，这些信
息如果没有被彻底删除，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
用，造成隐私泄露。即使消费者在手机回收前进
行了数据删除，现有的恢复技术仍然能够恢复部
分已删除的数据，仍然存在隐私泄露的风险。

部分回收企业在处理废旧手机时没有严格的
隐私保护措施，缺乏标准化的流程和设备，缺乏透
明性，无法保证手机中的数据被彻底清除，导致消
费者对其隐私保护能力缺乏信心。甚至有的废旧
手机通过非正规渠道流通，隐私保护措施更是无
从谈起，进一步增加了隐私泄露的风险。

不难看到，保护个人信息其实是废旧手机回
收难的一个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多方共
同努力，包括企业加强隐私保护措施、提高消费者
的隐私保护意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推动行
业自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隐私泄露风险，
提升消费者对废旧手机回收的信心，促进回收行
业的健康发展。

具体来说，回收企业可以尝试通过技术手段，
像数据清除技术，确保手机中的个人信息被彻底
删除，不可恢复；透明化处理：企业应公开其隐私保护措施和处理流
程，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感等，保障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不外泄。此外，
在政策层面，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有效震慑不法行为。

从更高的维度看，一部小小的手机堆积起来的是“城市矿山”，它
的循环利用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今年 3 月国务院印发的

《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实施设备
更新、消费品以旧换新、回收循环利用、标准提升四大行动。正如媒
体评价，“推进海量废旧手机高效回收和循环利用，是落实新资源观
的重要体现。”

因此，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是推动海量废旧手机进入回收利用通道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本报讯 近期，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标准委）会同中央网信办、公安
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等十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实施公共安全标准化筑
底工程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

《指导意见》聚焦《国家标准化发展
纲要》涉及的15个公共安全重点领域，
明确了主要工作目标，到2027年，基本
建成结构优化、科学合理、国际兼容的
公共安全标准体系，标准供给能力显著
增强，加快制修订出台公共安全领域
300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据介绍，《指导意见》共部署开展六
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加强公共安全
标准体系统筹布局。加强现代化治安
防范技术、道路交通安全评估、重大疾
病监测预警、矿山及危险化学品安全、
自然灾害预警和应急救援等关键技术
标准研制，加快电动自行车、建筑保温
材料、燃气具、消防设施、特种设备等涉
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强制性产
品标准供给。二是构建高效协同的标
准化工作体系。建立紧急状态下公共
安全标准快速转化和发布机制，建立公

共安全标准化工作总体组，实现标准化
工作跨部门、跨领域、全流程快速联动
和协调推进。三是推进数字化一体化
服务能力建设。提升标准、计量、检验
检测、认证等质量技术设施一体化、集
成式服务能力，助力安全应急产业发
展。四是完善公共安全标准化技术组
织体系。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
传统高危行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需求，
规划新建一批标准化技术组织。五是
切实加强公共安全标准实施和监督。
开展强制性标准实施统计分析、效果评
估、试验验证和标准化试点建设，强化
重点行业领域强制性标准实施，压实各
相关部门标准实施监督管理责任。六
是推动公共安全标准国际化进程。推
进公共安全领域国际标准转化，积极参
与公共安全领域国际标准研制，推进我
国标准与国际标准体系兼容。（欣 文）

为进一步营造公平有活力的营商
环境，培育高质量经营主体，激发全社
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北京市场监管
部门切实回应经营主体关切，从“规范
统一”“改革创新”“信用赋能”和“风险
防控”四个维度出发，创新推出了 20条
高品质登记注册服务举措，打造全国首
个“一标四维”登记服务样板，以一流营
商环境赋能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7月 31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在一场发布会上就最新出
台的《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

“一标四维”登记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
发展的工作措施》进行解读。负责人表
示，《工作措施》从“规范统一，提升经营
主体登记服务品质”“改革创新，探索先
行先试便利举措”“信用赋能，支撑一体

化综合监管机制创新”“风险防控，拓展
部门协同联动新场景”四方面推出20条
具体措施，试点先行，大胆探索，及时研
究解决改革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打造促
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登记服务北京
样板，尽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和模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谈到“规范统一”，负责人表示，北京
制定登记注册地方标准，全面提升服务
品质。目前，该局正在全面梳理各登记
业务类型、各登记流程环节的办理条件、
规范要求和审查要点，并在此基础上，形
成一个全市统一的登记业务规范指引，
用来指导登记机关为申请人提供政策、
标准、流程三统一的高品质登记服务，保
障登记结果的公开、透明、可预期。

负责人表示，首批主要选取主体数

量最多、最受关注的公司、个体工商户
以及合伙企业等三类经营主体，从服务
条件、服务流程、服务要求等方面，为经
营主体完整、清晰地描绘出登记机关所
应提供的服务场景和服务标准，也为全
市登记注册工作提供统一业务指导。

负责人称，此次地方标准具有以下
突出亮点：首先是突出“统一规范”。通
过全面梳理，目前已初步形成 8万余字
的初稿，涵盖了近 40份申请表格文书。
后续还将通过组织多轮专家论证、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对标准进一步
打磨完善，力争于明年初发布。其次是
突出“首善标准”。北京作为首善之区，
多年来一直走在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
前列，多项创新经验受到国务院及中央
部门的认可，并向全国复制、推广。本

次系列标准编写过程中，系统梳理总结
了散见在过去数十份文件中的多项首
创性改革举措，是对多年来北京市登记
注册领域特有的政策、制度优势和改革
先进经验的提炼与固化。如2010年起，
为支持中关村科技园区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北京在全国率先创造性提
出推行企业筹建登记、支持企业根据发
展需要申请办理组织形式转换等，并写
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
例》。将这些先进经验做法以地方标准
形式予以固化，有利于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登记注册工作标准，打造“北京
服务”品牌。三是突出“与时俱进”。充
分体现“法治引领”的要求。以公司为
例，此次公司登记标准以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为根本遵循，对
照新法及其配套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
新变化新要求，全面梳理和调整公司登
记服务流程和提交材料规范，切实推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内容落
地见效。 （中 新）

北京推出登记注册品质服务“二十条”
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河北泊头是“中国铸造之乡”

和“中国铸造名城”。近年来，当地

立足传统铸造产业基础，持续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泊头生产的杠铃产

品已销售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20多个国际赛事的指定使用

器材。目前，巴黎奥运会正在举行

中。泊头为巴黎奥运会举重比赛

提供了举重台、比赛杠铃、热身举

重台杠铃和训练场等相关举重器

材。北京奥运会、里约奥运会、东

京奥运会，加上本次巴黎奥运会，

这已经是当地制造的杠铃产品第

四次登上奥运赛场。

图为河北杠铃企业展示的历

届奥运会比赛杠铃。苑立伟 摄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加快制修订出台
公共安全领域300项国家和行业标准“河北制造”杠铃产品

四登奥运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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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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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面向的重点

行业

食品综合

家电

酿酒

皮革

造纸

塑料

电池

日化

揭榜挂帅任务

（1）焙烤食品智能加工技术解决方案；
（2）食品加工智能监控溯源技术解决方案；
（3）液态产品包装生产线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1）互联网智能家电全场景解决方案；
（2）家电产业链协同数智解决方案。

（1）数智化灌装技术解决方案；
（2）酒业大数据全产业链服务平台；
（3）白酒酿造机器人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4）基于数字技术的白酒质量追溯和品质提升技术解决方案。

（1）皮革/毛皮/制品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2）皮革智能配方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3）皮革瑕疵智能检测技术解决方案；
（4）基于脚型大数据的智能匹配技术解决方案。

（1）造纸装备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2）流程工业智能制造平台设计解决方案；
（3）数字技术赋能制浆造纸节水节能解决方案。

（1）基于物联网的塑料加工成型高效低碳解决方案；
（2）材料PVT大数据与模具设计制造数字化解决方案；
（3）半导体智能封装技术解决方案。

（1）锂电池智能化和数字化制造解决方案；
（2）电池高速智能化生产解决方案。

（1）日用化学品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2）日用化学品研发过程数字化解决方案；
（3）日化设备云控制平台建设解决方案。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照明

五金

陶瓷

日用玻璃

工美

乳制品制造

发酵

自行车

钟表

缝制机械

（1）面向节能低碳的精细化道路照明系统调控技术解决方案；
（2）低压直流智能照明系统解决方案；
（3）面向精细化专业照明应用需求的光谱调控系统技术解决方案；
（4）辅助儿童青少年读写作业用智能调控台灯系统技术解决方案。

（1）五金制品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2）一体化智能厨具解决方案。

（1）陶瓷成型、施釉数字化解决方案；
（2）陶瓷智能窑炉解决方案。

（1）玻璃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2）基于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废玻璃分类和回收利用系统。

（1）工艺美术品真伪智能鉴别解决方案；
（2）基于生成式AI设计的解决方案。

（1）乳制品智能工厂解决方案；
（2）产供链融合下的智慧牧场解决方案；
（3）婴幼儿配方乳粉在线微生物智能检测技术解决方案。

（1）酶制剂智能制造技术解决方案；
（2）生物发酵产品绿色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1）基于工业互联网的零部件高精度加工成型自动生产装备；
（2）“车网融合”产业链效能提升解决方案；
（3）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虚拟自行车模型技术。

（1）手表智能化装配解决方案；
（2）钟表智能制造在线检测解决技术方案。

（1）智慧缝制工厂技术解决方案；
（2）立体缝制技术解决方案；
（3）智能缝纫机及数控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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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

制糖

眼镜

轻工智慧供应链

（跨行业通用）

家居

（跨行业通用）

轻工综合

（跨行业通用）

服务型单位

（跨行业通用）

（1）家具智能制造生产线技术解决方案；
（2）家具AI设计技术解决方案；
（3）基于5G等技术的场景式深度睡眠解决方案。

（1）制糖工业智能制造技术解决方案；
（2）制糖生产热能优化集中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1）数字智能验配技术解决方案。

（1）基于供应链效率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2）智能生产决策系统解决方案；
（3）智能仓储物流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1）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的产品装配技术解决方案；
（2）智慧家居服务机器人解决方案；
（3）智能家居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4）家居产品柔性化智能制造技术解决方案；
（5）家居产品设计研发数字平台建设解决方案。

（1）基于工业互联网运营管控平台的解决方案；
（2）基于绿色制造的能碳管控解决方案；
（3）数据资产管理系统解决方案；
（4）设备远程运维和预测维护解决方案；
（5）智能化信息采集、监控、分析和控制技术解决方案；
（6）基于区块链和AI技术的产品营销服务平台；
（7）基于大数据策略的产品营销解决方案。

（1）智能制造生产线解决方案；
（2）智慧运营解决方案；
（3）大数据服务解决方案；
（4）工业软件解决方案；
（5）AI大模型技术解决方案；
（6）园区5G服务技术解决方案；
（7）智慧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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