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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廖
睿灵） 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主办的
2024 年经济形势与电力发展分析预
测会 26 日在京举办。中国电力企业
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昆在会上介
绍，2023 年，国内电力消费增速攀
升，新兴产业用电量保持增长势头。

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9.22 万亿千瓦时，
比 2022 年增加 5764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6.7%，增速比上年提高 3.1个百
分点，人均用电量达到 6539 千瓦
时，创历史新高。高技术及装备制造
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1.3%，超过制造
业整体增长水平3.9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2023 年，第一产业
用电量 127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5%，延续增长势头；第二产业用
电 量 6.07 万 亿 千 瓦 时 ， 同 比 增 长
6.5%，呈现明显回升态势；第三产业
用电量 1.6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2.2%，增速比上年提高7.7个百分点，
恢复快速增长势头。新兴产业中，光伏
设备制造用电量同比增长 76.8%，新
能 源 整 车 制 造 用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38.8%，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78.1%，展现出极强的增长态势。

绿色低碳转型成效显著。2023
年，国内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不断提
升，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电
能替代持续推进。2023 年，工业部

门电气化率达到 27.6%，战略性新兴
产业用电高速增长。建筑部门电气化
率达到 48.1%，热泵、电制冷、供暖的
应用场景不断深化。交通部门电气化
率达到 4.3%，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过
35%，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9.6万
台，同比增加65%，已建成世界上数量
最多、辐射面积最广的充电基础设施
体系。当前，中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
比重提升至约28%，处于国际前列。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保持全球领
先地位。2023 年，以沙漠、戈壁、
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
建设加快推进，第一批已建成并网超
4500 万千瓦，第二批、第三批已核
准超过 5000 万千瓦，正在陆续开工
建设。全国新增并网风电装机容量
7566 万 千 瓦 ， 同 比 增 加 3705 万 千
瓦；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2.16亿千
瓦，同比增加1.28亿千瓦。风电、光
伏发电的新增装机占新增发电装机总
容量的比重达到 78.8%，成为新增装
机的绝对主体。在近年来新能源装机
年均增长26%的条件下，利用率连续
5 年保持 95%以上。全国并网风电和
光伏发电合计装机规模从 2022 年底
的 7.6 亿千瓦，突破 10 亿千瓦大关，
达到 2023 年底的 10.5 亿千瓦，同比
增长 38.6%，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为
36%。中国风电装机连续14年位居全
球第一，光伏发电装机连续多年位居
全球第一。

2023年国内电力消费增速攀升
新兴产业用电量保持增长势头

近年来，南方电网铜仁供电局围
绕完善电网结构，积极探索智能化技
术应用，不断提高设备运维能力，为
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电
能。图为在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
自治县220千伏青山变电站，工作人
员用智能机器人巡视变电设备。

陈丽玲摄 （人民视觉）

今年前两个月，全国货物进出口 6.61 万亿
元，外贸实现了稳健开局。3月26日，在国务院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相
关负责人表示，蓬勃发展的各类新业态新模式，
为中国外贸发展持续提供新动能。未来，有关部
门将综合施策，支持企业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健康发展，同时积极扩大优质
产品进口，办好进博会、广交会等重点展会，推
动外贸高质量发展。

外贸延续增长趋势

今年前两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了
去年10月份以来的增长趋势。

如何看待外贸取得开门红？发布会上，海关
总署副署长王令浚用“一二三四”进行了概括。

“一”就是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第一。今年前两
个月进出口6.61万亿元，这一规模基本上相当于20
年前中国全年的外贸总值。在当前国际市场低迷的
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难能可贵、振奋人心。

“二”就是出口、进口“双增长”。出口增长
10.3%，进口增长6.7%，这个“双增长”不仅体现
了中国经济发展持续回升向好，而且为各国企业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合作机遇。

“三”就是“三个优化”。市场格局优化，新
兴市场加速开拓，传统市场保持不错的表现。区
域开放布局优化，东部沿海地区持续发挥“稳定
器”作用，沿边 9 个省区对接壤国家进出口增长
25.4%。产品结构优化，传统优势产品焕发新活
力，新质生产力催生新动能，有力巩固了外贸的
基本盘。

“四”就是“四个提升”。微观活力提升，有
进出口实绩的外贸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加了4万
多家；制度型开放水平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海南自贸港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跨境流动
活跃度提升，前两个月海关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
日均数量较去年年底稳中有增，其中监管进出境
飞机的数量增加了近一成；企业信心提升，中国
海关贸易景气调查显示，外贸企业信心持续增强。

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

研发新技术、培育新品牌、探索新模式、用好新
平台，让外贸新动能更加强劲，有效支撑了外贸良
好开局。王令浚说，从前两个月数据看，外贸“开门
红”的主要拉动因素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新产业积蓄新优势。前两个月，高端机床、
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航空航天装备出口分别增
长了 34.5%、61.3%、17.7%。前两个月，平板显示
模组、音视频设备的零件等中间品的出口增速均
超过 20%，有力支持有关国家创造就业、发展生
产，也有力维护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新品牌孕育新生机。“国货潮牌”在海外广受
欢迎，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带着文化、带着温度，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前两个月，我国自主品牌产品
的出口增长了14.3%；其中，手机、家具、化妆品出口
分别增长了55.7%、60.7%、37.3%。

新模式拓展新空间。前两个月，跨境电商进
出口增长了近一成，市场采购出口增长了 15.9%。
在新模式的推动下，国内外优质产品能更加便
捷、高效地实现双向通达，满足海内外消费者多
样化需求。

新平台激活新活力。前两个月，22 个自由贸
易试验区进出口增长 11.7%。其中，广东、江苏、
四川、河北等自贸试验区进出口增速均超过了
30%；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持续推进，前两个月进
出口增长超过两成。

“我们有蓬勃发展的各类新业态新模式，为外
贸发展持续提供新动能。”商务部副部长郭婷婷说。

质升量稳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中国外贸基础好、韧性强、活力足。同时也
要看到，外贸面临的外部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多个国际组织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低
于历史平均水平。世界银行预计，全球贸易增速仅为
疫情前10年平均增速的一半。”郭婷婷说，2024年推
动外贸质升量稳需要付出更多努力。目前，商务部正
抓紧研究新一轮稳外贸政策措施，争取尽早出台实
施、尽快落地见效，全力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据介绍，今年全力实现外贸“质升量稳”的
任务目标，商务部工作的重点方向就是培育新动
能、拓展新增长点，促进外贸产业和供应链创新
升级，同时也深化与贸易伙伴的合作，为国际贸
易和全球经济增长增添动力。具体来看，一是深
化外贸供应链国际合作，二是推动贸易数字化、
绿色化发展，三是促进外贸新业态发展。

“我们将拓展跨境电商出口，持续完善配套政
策，扎实推进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组织开展品
牌培育等专项行动，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加强能
力建设，支持外贸企业通过跨境电商来拓展销售
渠道、培育自主品牌。”郭婷婷说。

王令浚表示，下阶段，随着稳外贸政策持续
发力、改革措施稳步推进，中国外贸新动能将更
加强劲，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将更加坚实。

研发新技术、培育新品牌、探索新模式、用好新平台——

让外贸新动能更加强劲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近期，各地企业
纷纷开足马力，忙生
产、赶订单。图为 3
月 26 日，在浙江省
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
的一家塑料制品公司
生产车间，工人在赶
制出口的食品保鲜袋
订单。

倪立芳摄
（新华社发）

3月26日，2024年第三
十四届内蒙古国际农业博览
会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
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
博览会以“发展现代农牧业、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展出
面积5万平方米，设有区域
公用品牌、农资、节水灌溉、
智慧农业、农牧业机械、畜牧
养殖、农牧林水技术和产品、
智慧气象服务、金融服务等
九大展区，来自全国各地的
900 余家农林牧水企事业单
位参展。图为3月26日，参
观者在农牧业机械展区内参
观选购农机具。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
廖睿灵）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
知，部署加快城市生活污水管网补
短板，建立运行维护长效机制。根
据通知，到 2027 年，基本消除城
市建成区生活污水直排口和设施空
白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
到73%以上，城市生活污水收集处
理综合效能显著提升。

通知就推进设施体系建设、加
强管网设施管理、完善管网运行维
护机制等提出相关举措。推进设施

体系建设方面，各地要按照每5至
10 年完成一轮城市生活污水管网
排查滚动摸排的要求，持续推进
管网现状评估和修复工作，建立
管网长效管理与考核评估机制。
同时，要全面开展超使用年限、
材质落后、问题突出排水设施的
更新改造。

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数据
显示，到 2022 年末，城市排水管道
总长度为 91.35 万公里，同比增长
4.73%；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达2.16
亿立方米/日，同比增长4.04%。

本报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
李婕） 美团日前发布 2023 年第四
季度及全年业绩，公司各项业务继
续取得稳健增长，全年营收 2767
亿元，同比增长 26%，经营利润
134亿元。

2023年，美团围绕“零售+科
技”战略，持续加大对中国消费市
场及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全年研
发支出达 212 亿元，创历史新高。
同时，美团继续发挥多应用场景的
优势，高效连接供需两端并持续丰
富线上线下供给，积极引领和推动

零售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2023
年，美团核心本地商业继续实现稳
步发展，该业务分部营收增长29%
至2069亿元，实现经营利润387亿
元，同比增长31%。其中，外卖业
务继续实现高质量发展，外卖年度
活跃商户数再创新高。

“2023 年，国内消费潜力进一
步释放，我们积极进取，持续迭代
产品能力，更好地服务了更多的用
户和商户，并由此带动了更多消
费、创造了更多就业。”美团CEO
王兴说。

本报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
杜海涛）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获悉，2023 年，我国食材消
费市场规模达9.37万亿元，同比增
长 10.31%。其中，零售食材消费
规 模 达 7.25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66%；餐饮食材消费规模达 2.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45%。这体
现了居民服务性消费能力的提升以
及食材消费需求多元化、品质化特

点，也充分反映了我国食材消费市
场的活跃度和韧性。

2023 年食材流通市场规模达
6.10万亿元，同比增长11.78%，服
务型食材供应链企业的市场规模达
1.72万亿元，同比增长13.62%。食
材流通规模的稳健增长主要受益于
消费市场拉动、流通外部环境向
好、流通主体发展组织化水平不断
提高等多重因素影响。

五部门部署

加快城市生活污水管网补短板

近年来，湖南湘江新区因地制宜选场地，通过整合、改造、升级
等方式，为零工人员就近设立零工市场，提供岗位推荐、职业指导、
技能培训、政策咨询等服务，同时面向用工方提供岗位发布、零工推
荐、市场推广等服务，通过零工“小市场”激活就业“大民生”。图为
求职者 （右） 向工作人员咨询岗位信息。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去年食材消费市场规模9.37万亿元

美 团 2023 年 营 收 达 2767 亿 元

河北省沧州市青县是中国北方大型电子机箱生产制造基地。今年
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青县税务局围绕科技创新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优惠政策，支持企业不断加大产品研发、技术改造，推动传统机箱产
业集群化、智能化发展。图为税务工作人员在青县一家机箱制造企业
了解生产情况并解读税费优惠政策。 傅新春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3月 26日电 （记者
吴丹） 26日，“人民日报校园行”活
动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

活动现场，5名一线编辑、记
者就做好党报时政报道、对外讲好
中国故事、创新媒体传播语态等，
分享了成长故事和工作体会。人民
日报社相关部门同志介绍了报社国
内外岗位设置情况、人才招聘流程
等信息。在自由问答环节，就学生
提出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如何重塑
新闻未来”等问题，编辑、记者和
北大师生展开了交流互动。

据介绍，“人民日报校园行”
活动于 2009 年启动，已分批组织
优秀新闻工作者走进了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
学、南京大学等高校，旨在通过面
对面互动分享，让更多青年学子了
解党报、关注党报，对于把人民日
报办得更好，扩大地域覆盖面、扩
大人群覆盖面、扩大内容覆盖面起
到积极作用。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与人民
日报社一行进行了座谈交流。人民
日报社副总编辑崔士鑫出席活动。

“人民日报校园行”活动走进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