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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近日，为推动实体零售创
新转型和数字化、智能化发展，
商务部制订了《智慧商店建设
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
《指南》），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时间截止到5月
17日。

按照《指南》中的定义，所
谓智慧商店是指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互联网、物联网、5G、大
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对
门店商品展示、促销、结算、管
理、服务、客流、设施等场景及

采购、物流、供应链等中后台支
撑，实现全渠道、全场景的系统
感知、数据分析、智能决策、及
时处理等功能，推动线上线下
融合、流通渠道重构优化。

记者注意到，《指南》适用
于指导单体零售商店，主要包
括两大类：一是超市、便利店；
二是百货店，并可适时推广至
购物中心、折扣店（奥特莱斯）
等零售业态。

“智慧商店是面向消费者
的重要生活服务平台和终端。”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
赖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虽然如今线上消费崛起，但我
们始终离不开实体商业。商
店承载了许多为消费者提供
基础服务的功能，对其进行智
能化改造升级，一方面能够通
过信息技术手段优化整合供
应链，来提升商店的运营效
率；另一方面能够简化相关企
业的组织结构，降低企业内部
管理费用，以此达到降低经营
成本的目的。

《指南》规定智慧商店建
设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推
动门店管理数字化。包括推
进智能导购、智能停车、电子

结算、自助收银、电子价签、智
能支付、个性定制、虚拟试衣
间等智能化、便捷化购物体验
等。第二，推动供应链智能
化。包括推广自动订货、组货
选货、智能盘点、前置仓、无人
仓库、周转筐循环共用等。第
三，实现服务精准化。比如配
备智能储物柜、自助租赁设
备，实行智能停车、扫码找车
等服务。

赖阳提醒，相关企业经营
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智慧化
建设改造不是万能的。

“传统实体商业面临的核

心问题，不仅仅是数字化、智能
化升级，而是面对消费者生活
方式转变的现状下，要依据消
费者的需求进行内容重构。”赖
阳举例说，超市是否需要在未
来增加更多的生鲜内容，空间
面积上是依旧坚持大卖场的万
平方米场所，还是缩小经营面
积精简经营内容等，这都是企
业需要思考的。

《指南》明确，要在创新中
发展，加强技术应用和模式创
新，不搞“花架子”，务实推进线
下线上融合、店配宅配整合，提
升供应链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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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李 婕

141178万人！5月11日，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结果向社会公布。与2010年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
133972万人相比，我国人口增
加720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
0.53%。普查数据全面摸清了
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
面情况，准确反映了当前人口
变化的趋势性特征。在当日国
新办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进
行了解读。

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
没有改变

人口状况是一个国家最基
本、最重要的国情。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晒”出了当前全
国人口家底以及10年间我国
人口的发展变化。

“十年来，我国人口总量持
续增长，仍然是世界第一人口
大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人
口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人口

结构调整变化，性别结构改善，
年龄结构是‘两升一降’。人口
流动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城
镇化水平持续提高。”国务院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
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
这样概括。

看人口总量，2020年我国
总人口达到14.1亿人，约占全
球总人口的18%，仍然是世界
第一人口大国；看人口质量，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
限从2010年的9.08年提高至
9.91年；看性别构成，总人口性
别比为 105.1，比 2010 年的
105.2略有降低；看年龄构成，
0—14 岁少儿人口的数量比
2010年增加 3092万人，比重
上升1.35个百分点；看人口迁
徙流动，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
达到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35%，其中流动人口3.76亿人，
十年间增长近70%；看人口的
城乡结构，十年间城镇常住人
口增加了2.36亿人，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提高了14.21个百分
点，比上一个十年的增幅又上

升了0.75个百分点。
人口的主要变化反映了一

国经济社会和人口发展的历史
进程。宁吉喆表示，我国人口
基数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
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
优势将长期存在，人口与资源
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

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

从人口增速来看，普查数
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年均增长率
是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
0.04个百分点。如何看待？

“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
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育龄妇
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
的持续下降，人们生育时间的
推迟，生育养育成本的提高，这
些都导致出生人口规模有所收
紧。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
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客观结果。”宁吉喆说。

从人口增量来看，过去十年
间人口增加了7206万人，与前一
个十年增加7390万人相比略有

下降，但基本持平。会上介绍，
主要是三个方面因素起作用。

人口保持了一定水平的惯
性增长。我国人口基数大，目
前育龄妇女还有3亿多人，每
年能够保持1000多万的出生
人口规模；生育政策调整取得
积极成效。随着“单独二孩”

“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出生
人口的数量快速回升，且出生
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
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
50%左右；人口的预期寿命持
续提高。我国年度死亡人口一
直少于出生人口，人口总量保
持了增长的态势。

“从近年来我国人口发展
变化的趋势看，今后的人口增
速将继续放缓。”宁吉喆表示，
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
具体时间还有不确定性，预计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人口总量会
保持在14亿人以上。

城镇化率将持续上升

居 住 在 城 镇 的 人 口 为

90199 万人，占 63.89%；居住
在乡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
占 36.11%。与 2010 年相比，
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
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
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
——普查结果显示，过去十年
我国城镇化率提高较快。

“预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
的持续发展和促进城镇化发展
各项改革措施的持续推进，城
镇化率仍将会保持上升的趋
势。”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
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说。

普查数据还显示出人口流
动的一些特点。

流向城镇的流动人口比
重仍在提高。2020年流向城
镇的流动人口为3.31亿人，占
整个流动人口的比重达到
88.12%，比 2010 年提高 3.85
个百分点。

流向城镇化率较高地区
的流动人口比重仍比较高。
其中，东部地区吸纳跨省流动
人 口 9181 万 人 ，占 比 达 到
73.54%。

省内流动人口增长更快。
2020年省内流动人口为2.51
亿人，比 2010 年增加 1.16 亿
人，增长85.70%。省内流动人
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由
2010 年 的 61.15% ，提 高 到
66.78%，上升了 5.63 个百分
点，大约2/3的流动人口选择
在省内近距离流动。

流动人口增加，是经济社
会持续发展、人力资源和人才
资源有效配置的体现，也是部
分地区和区域包括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活力增强的结果。“我
们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
续高质量发展，随着新型城镇
化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我国
城镇化将会更加科学适度的
发展，人口将会更加有序合理
流动，形成经济社会和人口流
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李晓
超说。

国家疾病预防
控制局挂牌

5月 13日，国家疾病预

防控制局在北京挂牌。据

悉，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是

隶属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管理的副部级机构，将

负责制订传染病防控及公

共卫生监督的政策，指导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规划

指导疫情监测预警体系建

设，指导疾控科研体系建

设，公共卫生监督管理、传

染病防治监督等。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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