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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6日电（记者林
丽鹂） 为落实《促进个体工商户发
展条例》，提升个体工商户发展质
量，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启动以

“精准服务、优化环境、提升质
量”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个体工
商户服务月”活动。

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工作在各
部门、各地区共同努力下，取得了
显著成效。当前个体工商户各项经

营指标复苏迹象明显，但生存发展
仍面临一些困难，促进个体工商户
发展仍需在政策知晓度和精准性上
提高水平。要按照“服务月”活动
方案要求，突出 《条例》 宣传贯
彻，营造良好氛围；突出发展质
量，破解难点问题；突出就业创业
导向，缓解用工供求矛盾；突出党
建引领，凝聚人心力量；突出广泛
参与，加强组织领导。

第二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启动

以“塑匠心育人才，强产业促振兴”为主题的第一届全国农民技
能大赛日前在山东聊城落下帷幕。来自31个省 （区、市） 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的 300 名农民选手围绕手工刺绣、手工编织、手工剪纸、泥
塑、面花制作、农民画等6个比赛项目展开角逐。图为选手参加手工编
织项目比赛。 张振祥摄 （人民视觉）

第 2000 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近日，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里程碑时刻。自 1995 年第一
辆新能源车下线至今，28 年时间，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逐步壮大，跑出发展“加速度”。

2000 万辆意味着什么？作为全球最大新能源
汽车生产、销售和出口国，中国新能源汽车未来

“引擎”在哪儿？

产销连续8年全球第一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迎来一
个个重要时刻：2020年9月，新能源汽车生产累计
突破500万辆；2022年2月，突破1000万辆；2023
年 7 月，迎来第 2000 万辆的下线。第二个 1000 万
辆，仅用了1年零5个月时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
锋说，2000 万辆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产业
化、市场化的基础上，迈入规模化、全球化的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正成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0 万辆背后，是市场规模的快速增长。数
据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连续8年位居全球
第一，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60%。今年 1—5 月，中
国新能源汽车延续良好发展态势，产销分别完成
300.5 万 辆 和 294 万 辆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5.1%和
46.8%；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27.7%，远超14%的全
球平均水平；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前5月累计出口
45.7万辆，同比增长1.6倍。

“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
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选择。”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70 年来我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第 2000 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下线，是具有历
史意义的重要时刻。

引领电动化智能化转型

作为中国第 2000 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代表
车型，昊铂GT不仅是广汽埃安最新开发推出的高
端品牌车型，也是昊铂品牌的第一款量产车型。
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表示，打造昊铂品牌，就
是要借助汽车“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络
化、共享化） 快速发展的机会，为年轻人打造先
进、新潮、好玩和高品位的“潮品”。

随着消费者新能源意识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高端纯电车市场正迎来爆发式增长。这背后，是
新能源汽车技术和产品的有力支撑。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中国动力电池
材料和新技术应用不断取得突破。例如，量产动
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 300 瓦时/千克，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新型成组技术、高镍无钴电池等实
现突破应用。相关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截至去年
底，中国累计建成充电桩 521 万个、换电站 1973
座，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充换电网络。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提出，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力明显
增强；力争经过 15年的持续努力，我国新能源汽
车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质量品牌具备较
强国际竞争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引领着全
球汽车产业以电动化、智能化为主要方向的转型
升级。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中国新能源汽车正
处于从量变到质变、从规模型向规模效益型转变
的新阶段。

在中高端汽车市场突破明显

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作
用。如近期就有继续减免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
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动构建高质量充电
基础设施体系等政策施行，源源不断为新能源汽
车市场注入活力。

近年来，各部门先后推出 70 余项支持政策措
施，建立了结构完整、有机协同的产业体系，培育了
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形成了新能源汽车与相关行

业互融共生、合作共赢的良好发展局面。
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显示，国内20—30万元区
间新车消费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已经从2017年
的 8.5％提升至 17.5％。今年 1—5月，新能源汽车渗
透率（即销售占比）超过 30%，新能源汽车在中国汽
车市场逐步走强，在中高端汽车市场突破明显。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 2000 万辆新能源
汽车的下线，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新
能源汽车生产、销售和出口国的地位，以新能源
汽车为代表的中国汽车产业正在全球新一轮科技
革命中占据重要优势。

多地政府也正乘势而上，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以汽车产销大省广东为例，2022
年，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为129.7万辆，同比增长
142%，占全国总产量的18%，相当于每6辆新能源
汽车中，便有1辆是广东造。广东省副省长孙志洋
说，汽车产业已成为广东第八个超过万亿的产业
集群，未来，广东省将进一步发挥既有优势，加
速构建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中国新能源汽车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李 婕

中国新能源汽车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李 婕

中国新能源汽
车 第 2000 万 辆 下
线活动 7 月 3 日在
广东省广州市广汽
埃安第一智造中心
举行。图为作为中
国 第 2000 万 辆 下
线的新能源汽车的
昊铂GT。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今年上半年，海南离岛免
税店总销售额323.96亿元，同
比增长31%；总销售额中，免
税销售264.84亿元，同比增长
26%；免税购物人数 516.6 万
人次，同比增长34%；免税购
物件数 2568.23 万件，同比增
长 5.8%。图为 7 月 5 日，在中
免集团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
内，顾客正在挑选免税商品。

杨 鹤摄 （人民视觉）

上半年

海南离岛免税店
总销售额近324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
者陈炜伟） 记者 7 月 5 日
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
近日发布关于《工业重点
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
水平 （2023 年版） 》 的
通知，进一步扩大工业重
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
范围。

通知明确，结合工业
重点领域产品能耗、规模
体量、技术现状和改造潜
力等，进一步拓展能效约
束领域。在此前明确炼
油、煤制焦炭、煤制甲醇
等 25 个重点领域能效标
杆水平和基准水平的基础
上，增加乙二醇、尿素、
钛白粉等11个领域。

通知要求，对标国内
外生产企业先进能效水
平，确定工业重点领域能
效标杆水平。同时，依据
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
平，分类实施改造升级。
对 此 前 明 确 的 25 个 领

域，原则上应在 2025 年底前完成技
术改造或淘汰退出；对本次增加的
11 个领域，原则上应在 2026 年底前
完成技术改造或淘汰退出。

本报北京7月6日电（记者王
俊岭） 记者从6日举行的商务部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
5月，我国服务贸易总体保持增长
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 26055.4 亿
元，同比增长 10.2%。其中出口
10982.2 亿 元 ， 下 降 4.7% ； 进 口
15073.2亿元，增长24.2%；服务贸
易逆差4091亿元。

据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介
绍，今年前5月服务贸易发展主要

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知识密集型服
务贸易占比提升。1 至 5 月，知识
密集型服务进出口 11227.8 亿元，
同比增长 13.6%，占服务进出口
总额的比重达 43.1%，较上年同
期提升了 1.3 个百分点。二是旅
行服务明显恢复。1 至 5 月，旅行
服务进出口5525.4亿元，同比增长
67%，是增长最快的服务贸易领
域。其中，出口增长 53.4%，进口
增长68.1%。

本报北京7月6日电（记者李心
萍、安亦涵） 记者日前从 2023 年机
械工业大型重点骨干企业发展论坛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机械工业
运行总体延续向好走势，效益改善，出
口稳定。1 至 5 月，机械工业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11万亿元，同比增长10.6%；
实现利润总额 6136.6 亿元，同比增长
18.2%，两项指标增速，分别比全国工
业同期高10.5和37个百分点。

生产延续恢复态势。1 至 5 月，
120种主要机械产品中，63种产品产

量同比增长，占比 52.5%，是自去年 2
月以来首次超过半数，产品产量实现
恢复性增长。

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增长。1 至 5
月，机械工业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同比增长 20.3%，高于全国、工业和
制造业投资增速 16.3、11.5和 14.3个
百分点。其中，电气机械、仪器仪表和
汽车行业发挥重要带动作用，同比增
速分别达到 38.9%、25.3%和 17.9%；通
用设备、专用设备行业投资增速处于
相对低位，分别增长4.5%、8.6%。

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 至 5 月，机
械工业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 4466 亿
美元，同比增长7.1%。其中，出口32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1%；实现贸易顺
差2097亿美元，同比增长51.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
罗俊杰表示，虽然机械工业运行总体
向好，但仍面临市场需求不足、账款
回收难、外贸走势不确定性等问题，
实现全年平稳运行压力犹存。下一步
应充分发挥重点骨干企业作用，支撑
行业平稳运行。

1至5月累计实现利润总额6136.6亿元，同比增长18.2%——

机械工业运行总体向好

7月 5日，在 2023上海国际机床展上，参观者在一台进行作业演示的
机器人激光焊接机前驻足观看。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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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个月

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0.2%

本报北京7月6日电（记者孔
德晨） 记者5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获悉，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
商务部联合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全
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
各种规定和做法。

此次清理范围涵盖国务院各部
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所属部门 2022年 12月 31日前制
定、现行有效的涉及经营主体经济
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
策措施，重点清理妨碍市场准入和
退出、妨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
影响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生产经营
行为等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
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清理工作

按照“谁起草、谁清理”“谁实
施、谁清理”和分级清理的原则，
政策措施的主要内容与统一市场
和公平竞争要求相抵触的，要按
相关程序予以废止；部分内容与
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要求相抵触
的，要按相关程序予以修订，确
保“应清尽清”。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切实抓好
专项清理工作的组织实施，坚决破
除影响各类经营主体公平竞争、妨
碍商品要素资源畅通流动的障碍和
隐性壁垒，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建
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
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新华社杭州7月6日电（记者
张璇） 为加快推进平台经济高质量
发展，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5日公布了《关于促进
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共提出五方面主要举
措，分别是着力构建更具活力的创
新体系、着力构建多元融合的生态
体系、着力构建精准高效的服务体
系、着力构建公平透明的规则体系、
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的监管体系。

实施意见指出，到 2027 年，
浙江全面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体
系、多元融合的生态体系、精准高
效的服务体系、公平透明的规则体
系和高效协同的监管体系，平台经
济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发展生态全
面优化，网络经营主体数量和平台
网络交易额持续稳定增长，平台经
济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
级、拓展消费市场等方面的作用充
分发挥。

四部门：

全面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政策措施

近日，23个浅圆仓在中央储备粮天津东丽直属库有限公司大港分公司
建成启用，并迎来首次小麦入仓作业高峰。此次启用的现代化粮仓具有占地
面积小、单仓容量大、机械化程度高等特点，可提供约20万吨仓容量。粮食入
满后将采用电子测温、机械通风、内环流控温等科学储粮技术，保障粮食收
储安全。图为该公司工作人员在转运小麦。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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