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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快递业务量月均我国快递业务量月均““百亿级百亿级””增长的原因何在增长的原因何在
■新华社记者 戴小河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
示，截至5月31日，今年我国快
递业务量已达 500 亿件，比
2019年达到500亿件提前155
天，比2022年提前27天。

今年以来，快递行业增速
逐月提速向好。从39天破100
亿件，到5个月破500亿件，快
递业务量月均“百亿级”增长的
背后，原因何在？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
司长林虎说，月均“百亿级”增
长的背后，既展现出行业的强
劲增长动力和发展韧性，更体
现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需求
加快释放、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的良好态势。
“今年以来，受扩大内需战

略等利好政策的影响，邮政快
递业在打通产销通道、贯通供
需两端、连通线上线下、畅通内
外循环等方面较好地发挥了保
通保畅作用，逐步成为拉动国
民经济增长、服务国家战略部
署、保障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和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
力量。”林虎说。

蓬勃发展的邮政快递业不
仅激发了消费市场的活力，也
激发了产业融合的新动能，为
其他产业发展和供需良性循环
带来利好。

在河北沧州，邮政管理部
门指导快递企业把寄递服务融

入到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前端，
积极打造入厂物流、仓配一体
化等模式，服务当地特色产业
工艺玻璃制品的生产销售，年
发货量超3000万件，助力工艺
玻璃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海外
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涌
现的“快递进厂”模式，不仅利
于制造企业降本增效，也有助
于快递业提升服务产业链和供
应链的能力，开拓市场新空间。

在深圳，机场邮件快件监
管中心充分应用智能化信息化
技术，提高货品查验效率，持续
压缩整体通关时间，吸引多家
国际快递企业入驻，跑出跨境
通关的深圳速度。

陆运专线连接东南亚、铁

路专列直达中亚、货运航线直
飞欧美……今年以来，快递企
业综合运用海、陆、空等运输方
式，推动“快递出海”再上层楼，
完善了RCEP区域服务网络，
提升了“一带一路”的辐射带动
能力，在推动内需与外需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畅通国内
国际双循环注入新动能。

林虎说，随着一系列促消
费、畅流通政策的实施和居民
消费信心的持续增强，邮政快
递业服务生产、促进消费、畅
通循环的先导性作用将进一
步发挥，在深度进村、提速入
厂、阔步出海中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

当前，邮政快递业正在全

力备战“6·18”年中业务旺季，
主要品牌寄递企业大力提升数
字化运营水平，优化中转和派
送流程，积极调配人力、车辆及
航空运力等资源，加快运用全
自动分拣、无人仓、无人车、无
人机等设备和技术，以提升整
体生产服务保障能力。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君说，随着
邮政快递业覆盖城乡、联通全
国、通达世界能力的不断提
升，必将进一步发挥在稳定产
业链供应链、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支撑国家战略等方面的作
用，为扩内需、稳经济、助流通、
惠民生、保就业、强治理等作出
积极贡献。

由人民日报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主办的 2023 数字经
济论坛 5 月 31 日在北京举
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发展数
字经济，共建数字中国”。

人 民 日 报 社 副 总 编 辑
徐立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科学
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
主任张洪刚、工业和信息化
部信息技术发展司一级巡视
员王建伟、中央网信办数据
与技术保障中心主任张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

王志勤，河北、浙江、福建、重
庆、贵州、宁夏等省市区数字
经济主管部门及相关地市党
政负责人，以及中国电信、中
国联通、润泽科技、西凤集团
等社会各界嘉宾共 150 余人
出席论坛。

与会嘉宾认为，数字经
济是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前沿领域，是新一轮高
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关键
内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动
能充足、前景广阔，对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支撑作

用明显。当前，要按照党的
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发展数字
经济战略部署，协同推进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
程，持续提升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融合水平，不断做强
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20232023数字经济论坛举行数字经济论坛举行
■人民日报记者 吴 姗

成都大运会会徽、吉祥物、火炬等集中亮相

6月2日举行的成都大运会城市宣传系列新闻发布会上，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会徽、吉祥物“蓉宝”、火炬“蓉火”、奖牌“蓉光”集中亮相。成都大运会将于7月28日至8月8

日举行。这是中国大陆继2001年、2011年后再次举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人民视觉

■新华社记者 袁 全 王琳琳

记者于近日在上海举行
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2022年，长三角地
区 专 利 质 押 融 资 金 额 达
1862.6 亿元，接近全国一半，
同比增长72.6%，增速远超全
国平均水平。

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新
闻发言人、办公室副主任梁心
新介绍，长三角地区不到全国
4%的土地面积，创造了近1/4
的经济总量，拥有全国近1/3
的有效专利和 1/4 的有效商
标。获得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
届全球奖的5家中小企业中，
中国占两席，全部位于长三角
地区。

据悉，为推动创新成果更
多惠及长三角地区中小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财政部
实施专利转化专项计划，支持
9个重点城市（城区）推进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打造
辐射区域、示范全国的知识产
权运营生态；指导开展专利开

放许可试点，为高校、科研院
所和中小企业搭建专利“鹊
桥”，促进专利技术转化运用；
会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支持
江苏、浙江等省开展专利质押
登记全流程无纸化办理试点，
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此外，国
家知识产权局连续十年实施
中小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推进
工程。截至目前，已经在长三
角地区累计培育优势示范企业
1800余家。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
主动加强与长三角三省一市工
作对接。在机制方面，不断加
大央地合作力度，支持知识产
权强省强市建设，完善知识产
权全链条政策体系。在知识产
权保护方面，高标准建设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首批10
家示范区有6家位于长三角地
区。同时，在长三角地区布局
建设29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
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指导
建设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
400余家，整体提升区域知识
产权保护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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