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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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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6932.1亿元

本报讯 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1—10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6893家，同

比增长11.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932.1亿元，同比下降29.8%。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

使用外资 1923.2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 4841.6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801.8亿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11.6%，较去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

（宗 文）

□ 本报记者 王薛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
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提出加快构筑轻工新质创新体系，强
调以新技术、新组织模式、新产业形态为
基础，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实现生
产力质的飞跃和突破。一大批轻工企
业攻克突破关键技术，加快先进技术“出
海”，开展国际创新布局，全球协同研发，
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轻工科技百强企
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发明专利累计超
过19万件；加大国际化并购，整合国外品
牌技术和中国制造的优势，实现“1+1>2”
的创新裂变。

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浪潮中，缝制机械行业作为轻工高端装
备制造业的典型代表，围绕“技术自主
化、产品智能化、生产自动化、制造服务
化、企业国际化”，全面迈上高质量发展
轨道。其中，以上工申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工申贝”）为代表的
企业，通过跨领域融合、系统性变革、全
链条创新以及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深度应
用，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
争力，不仅实现了自身品牌的复苏，更引
领整个行业转型升级。

“引进来、走出去”上工申贝蝶变新生

轻工业作为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
和主阵地，构建“引进来、走出去”的开放
新格局，是轻工业实现新质发展的重要
支撑。

上工申贝通过国际化经营与技术创
新，使中国百年民族品牌——“蝴蝶牌”
缝纫机涅槃重生。上世纪90年代末，大
量民营企业进入缝纫机行业，市场的萎
缩让“蝴蝶牌”缝纫机的生产一路下降，
到 2000年跌入低谷。面对外资和民企
的双重夹击，公司制定了“精品化、差异
化、全球化”的经营策略，实施了一系列
跨国并购，汲取全球智慧。同时，公司不
遗余力地投入技术研发，力求在智能科
技的浪潮中抢占先机。正是这份决心与
坚持，让上工申贝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缝
纫机制造商向高端智能缝制设备引领者
的华丽转身。

目前，通过不断的整合发展，上工申
贝产品从传统的缝制设备拓展至各类材
料的智能化连接设备。在传统的鞋服、箱
包加工领域，为几乎所有欧洲顶级奢侈品
牌提供中厚料缝纫机及自动缝制单元；在

汽车工业领域，为知名的汽车内饰件、安
全件制造商提供智能化缝纫设备；在汽车
内外饰、包装、电子、医疗、环保等领域，为
相关企业提供非标塑料焊机、机器人柔性
焊机、超声波发生器等超声波焊接设备和
解决方案；在航空航天及新材料领域，为
世界顶级飞机制造商研发定制碳纤维复
合材料结构件加工的智能工业机器人。
此外，轻质碳素纤维缝纫技术、3D缝纫自
动化技术以及QONDAC4.0智能工业缝
制网络在线生产监控系统为其全球独创。

深耕核心技术 实现创新突破

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时代，
构建新质创新体系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
键。上工申贝不仅关注单一产品或技术
的创新，更注重跨领域融合、系统性变革
和全链条创新的协同推进。

在专业化发展方面，上工申贝紧扣
产业链细分环节，深耕细作，不断提升
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其核心产
品线——智能缝纫机，凭借高度的自动
化、智能化与数字化特性，在家纺、箱包、
服装及汽车等多个领域大放异彩，为客
户提供了高效精准的缝制解决方案。

在技术创新方面，上工申贝始终走
在行业前列，掌握着业内顶尖的缝纫连
接技术。公司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海内
外研发团队，具备先进的试验手段与持
续的产品、应用技术开发能力。截至目

前，上工申贝已拥有 613项国内外授权
知识产权，其中发明专利266项、实用新
型专利247项、外观专利93项。这些专
利不仅彰显了上工申贝的技术底蕴，更
为其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提升奠
定了坚实基础。上工申贝掌握的智能
化、三维立体缝制技术，在中厚料机、服
装自动缝制单元、机器人控制自动缝制
技术及纺织材料焊接技术等方面占据全
球领先地位。上工申贝在传统优势厚料
机领域深化研发，推出了搭载新一代电
控系统DAC Flex的Delta及Gamma等平
台化产品，以产品数字化、机械结构简洁
化，且更贴合客户工艺需求，赢得了市场
的 广 泛 赞 誉 。 同 时 ，KL300 系 列 和
KL500系列等新产品成功研发，通过视
觉系统修正物料位置偏差，实现缝线轨
迹的全自动修正，进一步提升了产品的
缝纫品质与效率。

上工申贝不断拓展创新技术的应用
空间，持续开发制造过滤袋自动缝制设
备，进军环保行业；收购美国 ICON公司，
将公司业务从提供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加
工设备延伸到碳纤维制品的生产和制
造，通过技术协同，向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无人机等产业发力。

布局全球 引领行业创新发展

上工申贝十分重视国际化战略，
自 2005年起便积极实施海外并购与国

际化经营策略，至今已完成 5 次海外
收购兼并，海外业务占比已接近公司
总业务的 50%。多年的国际化经营管
理经验，使上工申贝培养了一支具备
国际化视野与跨国经营能力的管理团
队，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化运营智慧。

上工申贝深化国际化布局，开展
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中心，不断提
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增强国际竞争
力。技术中心的组织结构优化调整，
使国内外市场与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推动了上工申贝的业务向全球拓展，
品牌国际化加速。上工申贝收购德国
KSL 公司和 PFAFF 公司后，将两家公
司的研发中心整合，从而将 PFAFF 公
司在传统鞋机、厚料机、焊接机等产品
领域的优势，与 KSL 公司在自动缝制
解决方案、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的优势
更好结合，更有利于新产品研发的统
一规划和协调，进一步提高开发项目
的实施效率。

上工申贝深耕国内市场，通过优
化组织架构、完善管理制度、充实技术
管理人才等方式，不断加强技术研发
力量，增强整个集团的研发实力。上
工申贝收购了国内一家以程序控制技
术见长的柔性材料解决方案提供商天
津富怡智能制造公司 65%的股权，使
得公司产品在 CAD、CAM 和裁床以及
绣花机等领域得到了补充。上工申贝
还兼并了汽车内饰件制造企业上海飞
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将相关工艺
装备技术嫁接到塑料和皮革的自动化
生产，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替代传统
手工制作，加快公司产业链的垂直整
合。

在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的双轮驱
动下，上工申贝高度重视品牌价值的
重塑与升级。通过提供卓越的产品与
服务，公司不仅成功提升了“蝴蝶”“飞
人”等传统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还
打造了杜克普爱华、KSL 等国际高端
品牌。这些品牌不仅彰显了上工申贝
的技术实力与市场地位，更成为连接
客户、传递价值的坚实桥梁。

唯有创新驱动，方能勇立潮头。
以上工申贝为代表的缝制机械企业，
正在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动力，逐步走
向国际。未来，中国轻工业将深入践
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通过
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模式创新，不断
扩大产品应用领域，开拓更多新兴市
场，以新质发展建设“新质轻工”。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发布的《2024有意思生活方式
报告》数据显示，当代年轻人的消费经可以归结为“三
精”：一是精打细算，二是精益求精，三是精神满足。
精准的新消费群体画像，为未来的消费市场指出了发
展方向，开启了一个消费新空间。

从年轻消费群体的消费取向中，我们可以清晰
地看到其消费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
同于以往追求品牌、盲目跟风的消费习惯，当代年
轻人更加注重消费的性价比、个性化以及情感共
鸣。这种变化是社会经济环境变迁、信息获取渠道
多元化以及个人价值追求提升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代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层面需求，而是
追求更深层次的精神享受和自我实现，这构成了

“三精”消费经的核心基础。
“精打细算”将是理性消费的新常态。“精打细算”

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节俭或消费降级，而是一种更为成
熟、理性的消费态度。年轻消费者拥有更强的比较能
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他们善于利用各种平台和工具
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商品和服务。这种消费行为的背
后，是对生活品质的坚持和对个人财务的精细管理。
企业应当意识到，无论何时，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和
服务都是赢得市场的关键。这要求企业在产品创新、
成本控制和营销策略上作出更加精细化的布局。

“精益求精”则体现了年轻消费群体对产品或服
务质量的极致追求。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消费者
不再仅仅满足于基本功能的实现，而是更加注重产品
的设计感、创新性和使用体验。这要求企业不断提升
产品研发能力，注重细节打磨，以工匠精神打造产品，
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生活的向往。同时，这也促进了
市场细分和定制化服务的兴起，为企业开辟了新的增
长点。

“精神满足”是“三精”中最关键的一环。与以往
单纯的物质消费不同，当代年轻人更加注重消费过程
中的情感体验和精神共鸣，他们愿意为那些能够触动
心灵、带来正面情绪价值的商品或服务支付溢价。这
种对“情绪价值”的挖掘，为消费市场开辟了一个全新
的维度，要求企业不仅要关注产品的物理属性，更要
注重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情感连接和社会责任，从而构建品牌与消费者之
间更深层次的情感纽带。

当代年轻消费群体的“三精”消费经，不仅是对传统消费观念的革新，
也是对未来消费市场的一次重塑。它不仅反映了消费者日益成熟、多元化
的需求，也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在这个以“精”为核心的新消费时
代，企业需紧跟趋势，通过精准定位、精细运营和精心打造的产品及服务，
满足消费者的深层次需求，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解析“三精”消费是打开未来消费市场新空间的钥匙，它引导我们思考
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把握消费者心理、创新消费模式、打开消费
新空间，最终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讯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生
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印发的《国家锂电池产业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2024 版）》（以下简称

《指南》）明确，到 2026年，新制定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100项以上，引领锂电
池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更加健
全，标准服务行业巩固优势地位的作用
持续增强；开展标准宣贯和实施推广的
企业超过 1000家，标准服务企业创新
发展的成效更加突显；参与制定国际标
准 10项以上，我国锂电池标准的国际
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指南》提出，坚持创新驱动。优化
产业科技创新与标准化联动机制，加快

锂电池产业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推
动先进适用的科技创新成果高效转化
成标准。坚持产业协同。加强锂电池
全产业链标准化工作协同，加强跨行
业、跨领域标准化技术组织协作，打造
电池产品、电池材料、电池应用各领域
标准化协同工作模式。坚持安全底
线。加快锂电池安全相关强制性国家
标准制定和修订，加强标准中关键技术
指标的试验验证，确保标准科学合理、
先进适用，为产业发展夯实安全底座。
坚持开放合作。深入推进锂电池产业
国际标准化交流与合作，携手全球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制定国际标准，促进
锂电池产业全球化发展。（辛 文）

11月1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开
市三周年。记者从北交所获悉，目前北
交所上市公司共有257家，其中超八成为
中小企业，近九成为民营企业。

设立之初，北交所即定位于打造服
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开市三年
来，北交所积极支持中小企业走专精特
新发展之路，支持符合新质生产力方向
的企业上市发展。

据统计，北交所上市公司中，高新技
术企业超九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
造业企业占比近八成，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占比超一半。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八成以上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
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

在创新优势加持下，在北交所上市
的中小企业发展呈现韧性，三季报显示，
这些中小企业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6.24％，超八成实现盈利。
数据显示，今年北交所股票日均成

交额超95亿元，日均换手率超4％，较去
年同期明显上升。截至目前，北交所合
格投资者超760万户。

债券业务方面，截至目前，北交所已
服务国债发行8.22万亿元，其中特别国
债4000亿元，投向“两重”“两新”等国家
支持的重点领域和战略方向；服务地方

政府债券发行7214.16亿元，支持区域经
济发展。此外，北交所已形成包括公司
债、科创债和绿色债等10个信用债专项
品种，信用债发行规模合计90亿元。

（经济日报）

品牌“新”生 缝制机械行业的创新领航者

图为上工申贝浙江工厂的机器人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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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所开市三年 创新型中小企业加速集聚

《国家锂电池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发布
到2026年，新制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100项以上

构筑轻工新质创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