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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实现五连升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记者

宋 晨） 记者 16 日从国家知识产权局
获悉 ， 2023 年 ， 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
率为 39.6%， 较上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
连续五年稳步提高。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
《2023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2023 年，
作为创新的主体， 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
业化率为 51.3%， 较上年提高 3.2 个百
分点； 我国企业产学研发明专利产业化
平均收益达到 1033.2 万元/件， 比企业
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 （829.6 万元）
高 24.5%。 此外， 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
解决关键技术或核心零部件攻关问题的
比例最高， 达 56.1%， 表明产学研合作

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发挥重要作用，
产学研合作创新显著。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08 年，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颁
布实施， 中国专利调查应运而生。 2023
年， 专利调查工作进一步优化了调查内
容和组织方式， 强化产学研合作创新、
海外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人才与服
务等专题分析。

今年是中国专利调查报告第九年向
社会公开发布。 该报告不仅为相关政策
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同时也成
为社会公众了解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状况的重要窗口， 为宣传普及专利制度、
增强全社会创新意识起到积极作用。

全军调整优化被装精确申领模式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孙兴维

刘俊祥） 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
门消息，从 4 月 15 日起，全军被装精确
申领模式由随时申领调整为“2+2”，即“2
次集中预约申领+2 次零星随机申领 ”。
这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着眼优化模
式、完善机制、畅通链路，充分释放改革
效能，持续提升官兵被装申领的体验感
获得感 、 便利度满意度作出的重要举
措。

新调整的 “2+2”申领模式，分为春
秋集中预约申领和夏冬零星随机申领，
即每年 4 月和 10 月分别安排一次集中
预约申领， 系统区分有无库存进行 “拆
单” 发货， 保证官兵按需下单后有货可
收，满足广大官兵全年穿着需要；每年 6
月至 9 月和 12 月至次年 2 月分别安排
一次零星随机申领， 官兵可按实有库存

下单，兼顾冬夏着装需求。此外，每年原
有的 2 次免运费配送增加到 4 次， 避免
因申领次数增加产生额外费用， 有效提
升官兵被装申领的自主性便利性。

被装精确申领是在相应规则和指标
总额范围内按需选择、 随时发放的新模
式。从 2021 年开始，为解决传统被装保
障模式管理相对粗放、需求偏于概略、标
准过于固化等问题， 破解官兵反映较多
的被装供需难题， 全军开展被装精确申
领。 这次对被装精确申领工作进行改革
优化，旨在进一步保障聚焦主战、服务惠
及官兵， 力求更好保障广大官兵作战训
练和日常穿着需要。

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有关部门还对
物资预置、库存利用、生产督导、配送收
发等工作进行了改革优化， 尽最大努力
保障广大官兵的正常需求。

世界血友病日：
儿童期是血友病治疗的黄金期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记者

李 恒） 2024 年 4 月 17 日是第 36 个世
界血友病日。 专家指出， 儿童期是血友
病治疗的黄金期， 患儿应尽早、 充足、
长期地进行规范化预防治疗。

据介绍， 血友病是一组凝血因子缺
乏导致凝血功能障碍的遗传性出血性疾
病 ， 也是严重危害健康的出生缺陷疾
病。 主要表现为自发性出血或轻度外伤
后出血不止、 血肿形成及关节出血。 负
重关节如膝、 踝关节及肌肉的反复出血
可导致关节肿胀、 肌肉坏死， 进而引发
关节畸形、 肌肉萎缩， 甚至肢体残疾。

2023 年 3 月，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
的血友病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知识
要点宣传手册显示， 血友病与生俱来、
伴随终生， 目前尚无成熟的根治方法， 治
疗上以凝血因子替代疗法为主， 预防损
伤后出血， 尤其是颅内出血极为重要。

根据输注凝血因子时机的不同， 替
代治疗分为出血后紧急输注凝血因子的
按需治疗和出血前规律输注凝血因子的
预防治疗两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医院血液二科主任医师吴润晖指

出， 针对患儿的预防治疗是出血前有规
律地替代治疗， 保证凝血因子维持在一
定水平， 以预防出血和关节损伤、 降低
致残率。

“血友病患者终生需要医疗照护 ，
对他们的综合关爱模式需要多科室共同
合作， 包括血液科、 康复治疗科、 骨科
等。”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血
液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君惠说。

由于血友病属性染色体连锁隐性遗
传，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 血友病患者、 致病基因携带
者及有血友病孕产史或家族史的夫妇应
在孕前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 接受遗传
咨询及生育指导， 进行基因检测和妊娠
风险评估， 怀孕后尽早进行产前诊断，
明确胎儿是否携带血友病致病基因， 评
估胎儿患病风险。

据悉， 我国已将血友病纳入第一批
罕见病目录、 儿童血液病救治保障管理
和大病集中救治范围， 将相关治疗药物
纳入国家医保目录， 并建立完善全国罕
见病诊疗协作网， 加强血友病患者的规
范诊疗、 救治保障和管理。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企业积极参展消博会

4 月 16 日，观众在
第四届消博会上了解越
南展品。

第四届中国国际消
费品博览会于 4 月 13
日至 18 日在海南省举
行。本届消博会上，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
积极参展，涵盖食品、服
饰、 家居生活等消费领
域。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消博会让全球企业共享中国机遇
法国的美妆、 爱尔兰的美食、 意大

利的珠宝……正在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上， 来自 71 个国家和
地区的超 4000 个品牌参展， 呈现了一
场全球消费盛宴。

作为中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会， 消博会为全球企业共享中
国机遇提供了平台。

诞生于法国的全球美妆集团科蒂连
续三次参展消博会。 科蒂亚太区执行副
总裁兼中国代理总经理陈立乙表示， 消
博会是一个国家级的重要展会， 通过消
博会的平台， 集团可以展示一些标志性
的品牌和产品， 并与合作伙伴和消费者
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

陈立乙认为， 中国消费市场在集团
全球策略版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市场竞争很强 ， 但也非常活跃 。
“目前集团在中国的增长表现不错， 未
来我们也充满信心。” 她说， 通过参加
消博会， 科蒂在中国尤其海南的市场不
断扩大 ， 2023 年集团海南旅游零售的
业绩增长达到 70%， 期待借助今年消博
会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爱尔兰是本届消博会主宾国， 共有
29 家企业和官方机构参展 。 在爱尔兰
国家馆 ， 经过认证的绿色食品受到青
睐， 观众排队等待尝鲜。

“这里展出的产品几乎都是经过官
方认证的绿色食品。” 爱尔兰食品局驻
华代表处主任苏礼文说， 中国消费者越
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和食品的生产环
境， 爱尔兰产品正好符合中国市场对于
绿色产品的需求。

“每个国家都致力于绿色转型， 中
国也不例外。” 苏礼文说， 因此， 对爱
尔兰企业来说， 中国市场充满机遇。

意大利企业此次参展主题聚焦珠
宝。 在意大利璐索贝雕展台， 一位意大

利手工匠人在贝壳上仔细雕琢， 吸引着
观众驻足欣赏。 公司 CEO 马可·鲁索第
三次参加消博会， 他带来了 300 多件珠
宝 ， 包括首次呈现给中国消费者的新
款。

“消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他说， 通过参展消博会， 他有机会与来
自中国各地的公司建立业务联系。

在他看来，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 不
仅因为中国人口众多， 而且中国人喜欢
“意大利制造”。 “真正重要的是中国有
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 中国人可以理解
我们艺术创作背后的价值。” 马可认为，
对于他们来说， 这正是中国市场的巨大
潜力所在。

白俄罗斯皇后食品合资有限责任公
司经理瓦列里·扎戈尔斯基是消博会的
“头回客”。 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各类肉类
罐头 ， 目前面向中国市场出口牛肉罐
头。

“我们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纯天然，
现在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健康饮食，
这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我们的产
品在中国市场肯定大有可为 。” 他说 ，
希望可以借消博会了解海南市场， 找到
潜在的合作客户。

中国市场之广、 经济活力之强， 无
不令瓦列里向往。 “消博会是一场非常
精彩的盛会， 为我们提供了与中国客商
交流的极佳平台。 毫无疑问， 中国对我
们来说绝对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我们
很骄傲产品进入了中国市场！” 他说。

以 “共享开放机遇 、 共创美好生
活 ” 为主题的第四届消博会于 4 月 13
日至 18 日在海南举行， 本届消博会室
内展览面积 12.8 万平方米， 叠加海域展
览， 面积为历届之最。

（新华社海口 4 月 16 日电
记者 周慧敏 程 潇）

GDP 同比增长 5.3%！ 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

务的关键一年。一季度收官，中国经济
表现如何？

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的数据给出
了答案： 一季度，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29629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
同比增长 5.3%。

5.3%的 GDP 增速， 高于此前部分
市场机构的预测。如何看待这一增速？

首先，5.3%的增速是有支撑的 。一
季度 ，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 ，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37.3%；服务零售
额增长 10%，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为 55.7%。 工业和服务业对 GDP 增长
的贡献率超过 90%。

其次，5.3%的增速是符合实际的 。
GDP 用生产法核算， 用支出法验证。一
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
扣除物价后实际增长 5.9%；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 4.7%； 出口增长 4.9%。三
大需求指标跟 GDP 的增长相匹配。

最后，5.3%的增速和实物量指标增
长相吻合。观察经济运行，实物量指标

是个重要参考。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
同比增长 9.6%， 工业用电量增长 8%左
右，货运量增长 5.3%，营业性客运量增
长 20.5%，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 6.1%；3
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 8.3%。

“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开局
良好。” 在 16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
国家统计局作出如此判断。如何理解这一
判断？我们可以从四个关键词来分析：

持续回升。从生产来看，第一产业
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
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3%、6.0%和 5.0%；
从需求来看，投资、消费、进出口指标稳
中有升。

起步平稳。 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
GDP 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 1.6%；城
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比去年同
期下降 0.3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CPI）同比持平，扣除食品和能
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7%；国
际收支总体平衡。

稳中有进。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
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5%，内需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5.5%， 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0.1%， 我国对共建
“一带一路 ” 国家进出口 总 额 增 长
5.5%，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6.2%，高质量发展继续取得新进展。

开局良好。 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
调性增强， 经营主体信心持续提升。3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在连续 5 个月收缩后升至 50.8%，其中，
中、 小型企业 PMI12 个月以来首次升
至扩张区间。

开年以来， 中国经济向上生长、向
好突破的力量持续迸发：甘肃天水麻辣
烫走红、云南芒市等“小机场”城市旅游
火爆； 我国自主研制的 AG60E 电动飞
机实现首飞、 海上第一深油气井投产；
春耕春播平稳有序推进， 全国稻谷、玉
米意向播种面积有所增加；全国版跨境
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发布、试点扩大电信
领域对外开放……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季度，中
国经济开局良好，提振了经济发展信心，
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

近日，高盛、花旗分别发布报告表
示， 预计中国政府设定的 “5%左右”的
GDP 增速目标可以实现 ， 并上调对
2024 年全年中国 GDP 增速预测，为中
国经济前景投下信任票。

在坚定信心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
头脑。目前外部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
正处在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阶段， 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 出口等部分指标增速
有所放缓， 一些企业还要经历转型升级
的阵痛，经济恢复仍然存在不平衡性。

实现全年 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
目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付出更
大努力。当前，要进一步加大稳增长政
策落实力度， 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砥砺奋进、创
新突破中积蓄发展新动能。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中成长
壮大。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提升发
展质量，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推动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一季度全国铁路发送旅客突破 10 亿人次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记者

樊 曦） 记者 16 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一季度，全国铁路发
送旅客 10.14 亿人次 ， 日均发送旅客
111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5%，运输安
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客运部负责人介绍，一季
度， 铁路部门发挥现代化铁路网优势，

提升旅客运输能力，全国铁路日均开行
旅客列车 10486 列，同比增长 15.5%；加
强春运和元旦小长假等客流高峰时段
运输组织， 根据 12306 客票预售和候补
购票数据，采取增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
组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等方式，及时
在热门地区、方向和时段增开旅客列车，
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春运旅客

发送量达 4.8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进一步改进客

运服务措施，组织 12306 售票系统升级
扩容，优化候补购票功能，推出购票信
息预填、起售订阅通知、学生务工人员
购票专区预约等新功能，单日售票量最
高达 2091.6 万张， 浏览量最高达 898.3
亿次，成功应对了多轮超大规模访问的

考验，系统保持安全平稳运行。
该负责人表示，进入二季度，铁路

客流保持平稳运行，五一、端午小长假
将迎来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将密切关注
客流变化情况， 动态优化客运产品供
给，全力做好站车服务，扩大票价优惠
范围和幅度，努力让广大旅客出行体验
更美好。

踏浪万里、 筑梦冰原
———中国第 40次南极考察回眸

4 月 16 日， 时隔 160 余天，“雪龙
2”号再次驶过长江入海口。至此，执行
中国第 40 次南极考察的 3 艘船均已安
全返航。

踏浪万里，本次考察于中国极地考
察 40 周年之际开展，460 余名考察队员
或奋战在冰原建设秦岭站，或奔波于“5
海 5 站”探索新知，他们以智慧和勇气
书写着南极考察新篇章。

冰原之上起“秦岭”
2 月 7 日 ，南极大陆 ，再度点亮新

的坐标———中国南极秦岭站。
建设我国第 5 个南极考察站是本次

考察任务的突出亮点。使命无上光荣，挑
战前所未有： 卸运中国南极建站史上最
多的建站物资； 搭建中国南极考察站中
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 应对南极最为恶
劣的自然环境，施工窗口期不到 2 个月。

“难到极点才是南极”， 考察队员、
中铁建工机械师周实惠的这句话道出
了 100 多名建站队员不辱使命的决心。7
点半出门，通常是干到天气变差才收工；
在 12 级大风中站成一排，拉着一根绳子
顶着风，摸索着往返于工地和宿舍……

“大家克服极端艰苦环境的挑战，52
天完成秦岭站建设， 这是属于他们的奇
迹。”考察队副领队魏福海动情地说。

应对极寒强风，秦岭站竖立起极地
建筑新标杆。

一体式设计让各功能区高度集成、
彼此衔接； 主楼内部模块化率达 45%；
新能源占比超 60%；采用数据化、自动
化、无人化、远程化运营系统等。“秦岭
站具有集约高效、绿色低碳、智能先进
等特点，这是在极端环境中设计建造的

极致建筑。”秦岭站副总设计师祝贺说。
屹立于罗斯海西岸，秦岭站填补了

我国南极科考布局的重要空白。
“秦岭站独特的地理位置能够带来

差异化的科考价值，是对我国现有科考
布局的有益补充。” 国家海洋局极地考
察办公室主任沈君介绍，未来将依托秦
岭站开展海洋生态、海冰、地球物理、陆
地生态、鸟类等调查和观测监测，将为
评估南极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提供基
础支撑。

探秘“5 站 5 海”
地球最南端，考察队员们探秘的脚

步遍布长城站 、中山站 、昆仑站 、泰山
站、秦岭站，作业航迹串联起宇航员海、
阿蒙森海、南极半岛海域、普里兹湾、罗
斯海。

在南极内陆，首次开展近红外天文
观测以及近地空间环境全时段监测，冰
穹 A 地区太赫兹天文谱线观测首次实
现了谱线成图观测。

在长城站、中山站，分别开展近岸
海洋生态、湖泊生态和土壤生态环境调
查、鸟类与哺乳类动物调查等，获得大
量宝贵的数据资料。

在阿蒙森海，成功布放我国在极地
的首个生态潜标，有助于更好分析南极主
要生物种群状态及气候变化潜在影响。

……
“考察队围绕生态系统、近岸海洋、

土壤环境、地质环境、大气环境、冰雪环
境、 空间环境等要素开展综合调查监
测，取得了一批重要进展和成果。”在考
察队领队、 首席科学家张北辰看来，极
地生态系统评估和海陆空立体观监测

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3 船护航驰骋万里
开道、平整、拓宽……在冰脊丛生

区，“雪龙 2” 号如犁地般来回穿梭，历
时 36 小时，为载有建站物资的“天惠”
轮开垦出一条水道。

“依靠 ‘雪龙 2’ 号强大的破冰能
力，我们将‘天惠’轮提前引航至秦岭站
卸货点，为秦岭站建设赢得了宝贵的时
间。”“雪龙 2”号船长肖志民说。

以科考船为代表的支撑保障能力，
是开展南极考察的重要基础。

此次是我国首次派出 3 艘船保障南
极考察，总航程达 8.1 万余海里。考察期
间，通过船、站运行保障支撑累计完成 38
个高校、科研院所承担的国家“五大类”
科研项目，数量较上一年度提升 52%。

白色冰原上，“空中力量”让每次抵
达更快更准。

2023 年 12 月 16 日，完成中山站区
域最后一次物资吊运后，“雪鹰 102”直
升机平稳降落在“雪龙”号，中国南极考
察的多个新纪录也被定格———近 70%
的物资通过直升机从“雪龙”号舱盖吊
运，单日最高吊运物资 211 吨，平均每
小时吊运 15.48 吨。

“航空保障是保障能力的重要组
成，能够有效克服南极现场复杂的作业
环境。” 来自海直通航公司的机长梁高
升介绍，考察队 3 架直升机执行物资卸
运、野外科考、航拍探测等任务，累计飞
行 254 小时、运输 1380 人次、吊运物资
2006 吨。

此外， 我国首架极地固定翼飞机
“雪鹰 601”飞行 44 架次，其中成功执行

南极冰盖国际合作“环”计划航空调查
任务，所得数据填补了东南极沿岸冰下
地形关键数据空白。

科普极地知识
4 月 8 日 ，在 2 架直升机 、多艘船

只的伴航下，“雪龙 2”号驶入香港尖沙
咀海运码头，这是中国极地科考破冰船
时隔近 20 年后再度访港。

访港期间 ，“雪龙 2” 号公众开放
日、科研交流、科普讲座等一系列活动，
掀起一场“极地热”。正如“雪龙 2”号访
港筹备委员会主席马逢国所言，“原本
陌生的‘雪龙 2’号和 ‘极地科考 ’成了
香港市民熟悉的词语。”

考察队是科普极地知识的窗口 。
“雪龙”号归航途中前往青岛，举办公众
开放日；“雪龙 2”号在新西兰利特尔顿
举办公众开放日。

考察队是国际交流的平台。 长城
站 、中山站 、秦岭站与澳大利亚 、俄罗
斯、比利时、韩国等国的考察站开展全
方位交流；考察队与美国、英国、智利等
国考察队开展后勤保障合作。

考察队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名片。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附近海域，“雪龙 2”
号历经 33 小时， 成功救援 1 艘遇险船
只和 4 名随船人员。

航次有终，求索无极。中国第 40 次
南极考察以一段非凡的航程、 丰硕的
成果， 致敬极地考察 40 周年， 也定将
激励更多极地赤子扬帆起航， 为认识
极地、 保护极地、 利用极地做出新的
贡献。

（新华社“雪龙 2” 号 4 月 16 日电
记者 周 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