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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嘀嘀”，在超市收银台、大小便利店、景

区商店，一件件商品通过扫描条码支付，走进

千家万户。

商品条码是商品的唯一身份标识，也是

商品在市场流通的“身份证”和“通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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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物

品编码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登

记使用商品条码的消费品新增 413.0 万种、同

比增长 9.5%，消费品品种总量达 19615.7 万

种，保持世界领先。

“小条码”折射消费复苏
一季度新增消费品突破 400万

大关，达到近三年最好水平

生活中，人们经常看到商品包装上一组

规则排列的黑白条纹，下方附有对应的数字，

这就是商品条码。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产品部主任冯宾介

绍，商品条码通常为 8—14 位（分为 8 位、12
位、13 位和 14 位），其中 13 位商品条码应用

最为普遍。我国境内分配的商品条码，前两

位为 69 开头，未来还会启用 68 开头的商品条

码。使用商品条码可以是单个商品，如一瓶

可乐、一件衣服、一台电视，也可以是一箱奶

粉（六罐）、一组香皂（五块），还可以是散装称

重的蔬菜、水果等。

商品有了这个“身份证”，超市的收银扫

描枪、仓库管理的识读器、消费者的手机摄像

头，就能快速地识别并读取这个商品“身份

证”码，再通过信息系统关联后台数据，即可

获取商品的规格、价格、生产企业以及其它扩

展信息，从而快速准确地实现商品的查找、比

价、盘点、结算等操作，使商品在海量信息中

能够“找得快、找得准、找得对”，确保商品合

规、安全、高效的流通。

跟踪“小条码”，可以看出国内市场消费

复苏的景象。2023 年，登记使用商品条码的

消费品新增 1964.0 万种，同比增长 19.2%，这

是我国新增消费品 4 年来首次转正，登记使

用商品条码的 41 大类消费品中，有 39 类实现

增长，折射出国内市场消费复苏、活力昂扬的

喜人景象。

再回溯近 3 年，一季度新增消费品数据，

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22 至 2024 三年一季

度新增分别为 324.7 万种、377.3 万种、413.0
万种。特别是，2024 年一季度新增消费品突

破 400 万大关，达到近 3 年最好水平。

冯宾分析，随着国家恢复和扩大消费政

策措施的深入实施，旅游、娱乐业等服务型消

费强力带动，居民购物需求加速释放，促进消

费品供给增长。

“政策刺激和意愿提升是我国新增消费

品增速回升的原因，也意味着，消费需求持续

发力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金融学系主任朱燕建分析。

“小条码”显现供给活力
商 品 条 码 企 业 用 户 累 计 超

120 万家，连续多年全球领先

“两个工作日就申请到了新产品的条码，

非常方便。”近期，北京市海淀区一家企业的

矿泉水产品急需申请商品条码以便上市销

售，该企业负责人介绍，登录中国物品编码中

心（www.gs1cn.org）官网，进入“业务大厅”的

“我要申请商品条码”，按照引导申请即可。

编码中心北京分中心收到企业申请后完

成初审，再经过编码中心审核通过后，便向企

业发放了《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随

后该企业在北京分中心指导下，按照编码规

则编制商品代码，并完成新产品信息报备，便

可上市销售新产品。

据统计，一季度，平均每个工作日约有

400 家企业成功办理了商品条码。截至 2024
年 3 月底，我国商品条码企业用户累计超过

120 万家，连续多年居全球领先位置。

目前，消费端活力的提升已经传导到生

产端。朱燕建说：“商品条码是由企业申请登

记的，是商品真正进入市场的表征。这一统

计数据的回升，说明消费市场的回暖在切实

带动供给端的生产加工，已经表现出生产端

发力的迹象。”

跟踪“小条码”，可以观察不同地区的商

品供给情况。从地域分布看，2024 年一季度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新增消费品

338.9 万种、35.9 万种、27.7 万种、10.5 万种，

其中东部地区占全国总量的 82.1%，同比增

长 8.3%。

冯宾分析，这一趋势展现了东部地区作

为我国制造业重要区域，消费品供给韧性显

著增强，对全国消费品市场稳定发挥了重要

支撑作用。总的来看，我国消费市场在消费

需求以及科技赋能驱动下，消费品供给活力

愈加充沛，市场总体保持了稳定持续增长的

态势。

“小条码”透视行业动向
一季度登记使用商品条码的

消费品有 27 类实现正增长

分析一季度商品条码数据，值得关注的是

“视频直播”相关的视听和摄影用品增长迅速，

新增 5.9万种、同比增长 124.4%。较为突出的

是录制或数字内容媒体用品增加 24235种、摄

影器材增加 10416种、视听配件增加 7761种。

“可以看出，随着视频直播行业的快速发

展 ，有 力 带 动 了 视 听 和 摄 影 用 品 的 快 速 增

长。”冯宾认为，这些数据显示出我国网络视

听市场的巨大潜力和活力，也预示着相关产

业链的蓬勃发展，特别是“视频直播”业务对

高清摄像头、专业麦克风等设备的旺盛需求，

为视听和摄影用品这一行业注入了新动力。

跟踪“小条码”，可以对亿万商品进行大

数据画像，从中透视行业发展动向。从类别

增长情况看，一季度登记使用商品条码消费

品的 41 大类中，共有 27 类实现正增长，增长

面达到 65.9%。

一季度，新增数量排位前五的分别为服装

124.4万种、占比 30.1%；食品/饮料和烟草 56.4
万种、占比 13.7%；医疗保健产品 45.8万种、占

比 11.1%；鞋类 38.4万种、占比 9.3%；美容/个人

护理和卫生用品 21.5万种、占比 5.2%。

朱燕建认为，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服

装、食品、医疗、护理等消费品供给水平加速

提升，体现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

要。未来，可以引导和鼓励有关领域科技含

量较高的生活服务消费，比如智能家装家居、

高科技电子产品等，消费升级可以有效带动

产业的转型升级。另外，服务业的消费也有

较大的潜力，可以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和行

业规范政策引导居民加大在商业健康保险、

商业养老保险、养老服务、家政服务、素质教

育服务等方面的消费。

冯宾说：“商品数据已成为市场消费走向

的‘晴雨表’。庞大的商品条码企业用户量和

翔实有效的商品基础数据，将为我国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动能，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的培育提供助力。下一阶段，随着我国培育

壮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等新型消

费措施以及《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等政策效应显现，有望释

放居民更大消费潜力，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制图：沈亦伶

一季度新增登记使用商品条码的消费品同比增长9.5%

从“小条码”透视大市场
本报记者 林丽鹂

■大数据观察R

商品条码是商品的唯一
身份标识，也是商品在市场流
通的“身份证”和“通行证”。

一季度，我国登记使用商
品条码的消费品新增413.0万
种、同比增长 9.5%，消费品品
种总量达 19615.7 万种，保持
世界领先。

通过“小条码”，可以对亿
万商品进行大数据画像，从中
透视行业发展动向。

核心阅读

商品条码具有“源头企业赋码、全供应链

各节点全过程使用”特点。商品条码依托其

背后信息量庞大的商品数据库及各领域各行

业数据，能够准确关联商品方方面面的信息，

有效贯穿商品生产、出厂、物流、销售等全过

程、各环节，轻松实现商品实物与其数字身份

信息的联通，提高产品流通的速度和质量，使

全球范围内的经营主体、供应链上下游各方

和消费者实实在在受益。

在商场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上都印

着条码，消费者只需拿起商品走到收银台或

自助机扫码结算，就可以快速买走自己需要

的商品。

在物流领域，仓储货运中的箱码、物流

码、托盘码等 GS1编码标识广泛采用，与智慧

供应链信息系统、自动分拣系统配合应用，为

物流“全链”可视化奠定了基础。

在电子商务领域，商家开设线上店铺时，

通过扫码获取源头产品数据，仅需 5 秒即可

为实物产品创建线上销售信息。开设一家

2000 款产品的小型店铺，只要 1 天时间就可

完成信息维护，极大地便利了传统零售向电

子商务模式的转型升级，为全域电子商务发

展提供了强大支持。

在产品质量追溯中，海鲜、肉类、果蔬、乳

制品等食品，以及医疗器械等医疗卫生产品，

处处可见基于商品条码的追溯码，消费者通

过手机扫码即可全面查阅商品的相关信息，

产品质量信息尽在掌握。

一件商品从生产端到市场端，从物流运

输到仓储管理，从交易结算到售后服务，从节

能降碳、环保、循环利用到产品质量追溯、缺

陷产品召回、产品质量智慧监管等，每一个环

节都在基于商品条码和其背后的商品信息进

行识别、关联、交互与反馈，让商品的物理世

界与数字世界有机连接，促进商品在国内国

际市场快速畅通流动。

（本报记者林丽鹂整理）

让商品的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有机连接

■■链接链接R

本报济南 7月 4日电 （记者彭波）7 月 2 日至 4 日，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率执法检查组在山东开展黄河

保护法执法检查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

用法治力量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王东明对山东省贯彻实施黄河保护法的积极成效予以肯

定。他指出，这次执法检查要推动严格落实法律制度和法定

责任，进一步强化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筑牢黄河生态安全和

防洪安全底线，推动黄河流域加快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进程，

确保黄河长久安澜，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王东明强调

用 法 治 力 量 推 动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本报林芝 7月 4日电 （记者袁泉、徐驭尧）第四届中国西

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 4 日在西藏林芝开幕，全国政

协副主席秦博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秦博勇指出，自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启

动以来，中方同参与的各方加强合作，以守护好“世界屋脊”这

片净土、保护好地球这个人类共同家园为目标，在完善生态环

境治理、推动绿色发展、深化文明互鉴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国

际合作，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秦博勇强调，本届论坛要聚焦落实《林芝倡议》，围绕生态保

护、发展合作、人文交流等内容深入交换意见，汇聚众智，凝聚合

力，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贡献。

本届论坛由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20 多个国家、地

区代表出席。

第四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
国 际 合 作 论 坛 开 幕

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李心萍）日前，在瑞典斯德哥

尔摩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269/SC3 第九次全体大

会上，经过法国、德国、日本等 13 个国家专家及观察员全体投

票，一致同意通过由中国牵头的《应用自动驾驶模式的运营规

则导则》特别工作组项目提案，决定成立工作组，由中国专家

牵头标准编制工作。这是全球首个关于铁路自动驾驶的 ISO
国际标准（TR）。

《应用自动驾驶模式的运营规则导则》聚焦的自动驾驶领

域是目前世界铁路行业前沿热点，项目以中国、欧洲、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干线铁路自动驾驶应用为对象，通过识别应用自

动驾驶模式时对铁路运营关键要素（岗位、流程、责任等）的影

响，提出宏观运营规则编制原则。

目前，全球自动驾驶铁路干线开通里程约 923 公里，其中

客运 643 公里，货运 280 公里。中国占全部运营里程的 68%，

占客运里程的 97%；中国铁路在铁路自动驾驶领域的丰富经

验值得在 ISO 标准中推广。2016 年，我国珠三角城际采用了

基于 CTCS 列控系统的 ATO 系统，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时速

200 公里的自动驾驶。 2020 年 10 月，京张高铁实现了时速

350 公里的自动驾驶。

中国将主持铁路自动驾驶国际标准制订

本版责编：纪雅林 臧春蕾 张安宇

本报北京 7月 4日电 （记者金歆）记者从国家网信办了

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聚焦破坏营商网络环境突出问题，持续

深入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

专项行动，依法依规查处一批散布虚假不实信息、谋取非法利

益等涉企违法违规账号。此前，国家网信办已经通报了一批典

型案例。2日，国家网信办通报了专项行动第二批典型案例。

这批典型案例包括：“王悟空说车”等账号发布虚假不实

信息，诋毁企业形象声誉；“丽尔摩斯”等账号以发布负面信息

为名，要挟企业开展商业合作；“晋商俱乐部”等账号发布“标

题党”文章，恶意抹黑企业；“国际能源网”等账号发布不实信

息，干扰企业正常经营；“润谈润语”等账号发布谣言信息，抹

黑诋毁企业、企业家形象等。

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

国家网信办通报第二批典型案例

今年上半年，克服沿线船闸施

工、特殊水情等不利因素影响，苏北

运河始终保持航闸高位安全运行，

货物运输延续回升向好态势，持续

发挥水运对沿线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作用。

数据显示，1 月至 6 月，苏北运

河累计货物运量 1.65 亿吨，其中煤

炭 运 量 5182 万 吨 ，均 实 现 同 比 增

长；累计通过集装箱 35.6 万标箱，同

比增长 49.3%。

图为苏北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

施桥船闸。

韩 鑫 阮 忠摄影报道

上半年苏北运河累计

货物运量 1.65亿吨

（上接第四版）

我们愿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网络安全，增

强系统与应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防止黑客攻

击与恶意软件应用。在尊重运用国际国内法

律框架前提下，共同打击操纵舆论、编造与传

播虚假信息的行为。

合作防范恐怖主义、极端势力和跨国有组

织犯罪集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事非法活动，

共同打击窃取、篡改、泄露和非法收集利用个

人信息的行为。

推动制定和采纳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人

工智能的伦理指南与规范，引导人工智能技术

的健康发展，防止其被误用、滥用或恶用。

三、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我们倡导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治

理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欢迎加

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

表性和发言权。我们鼓励国际组织、企业、研

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积极发挥

与自身角色相匹配的作用，参与人工智能治理

体系的构建和实施。

我们愿加强与国际组织、专业机构等合

作，分享人工智能的测试、评估、认证与监管政

策实践，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的安全可控可靠。

加强人工智能的监管与问责机制，确保人

工智能技术的合规使用与责任追究。

四、加强社会参与和提升公众素养

我们愿建立多元化的参与机制，包括公开

征求意见、社会调查等方式，让公众参与到人

工智能决策过程。

加强公众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与理解，提高

公众对人工智能安全性的认识。开展科普活

动，普及人工智能知识，提升公众的数字素养

与安全意识。

五、提升生活品质与社会福祉

我们愿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在可持续发展

领域的应用，包括工业创新、环境保护、资源利

用、能源管理、促进生物多样性等。鼓励创新

思维，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中

的潜力与贡献。

致力于利用人工智能提升社会福祉，特别

是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

我们深知，这份宣言的落实需要我们共同

努力。我们期待全球各国政府、科技界、产业

界等利益攸关方能够积极响应，共同推动人工

智能的健康发展，共同维护人工智能的安全，

赋能人类共同的未来。

（新华社上海 7月 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