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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以旧换新成效如何？消费市场运行怎样？商务部回应近期经贸热点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成效怎么

样？消费市场运行态势怎么看？我国对
外投资合作情况如何？商务部 22 日举
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经贸热
点。

汽车报废更新补贴申请
量快速增长

4 月底，商务部、财政部等 7 部门
印发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
对汽车报废更新给予直达消费者的补
贴支持。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
绍，相关政策实施 3 个多月来，成效逐
步显现，特别是近两个月以来，补贴申
请量快速增长。

截至 22 日中午，商务部汽车以旧
换新信息平台已收到汽车报废更新补
贴申请超过 68 万份， 近一个月以来新
增补贴申请约 34 万份。 汽车报废更新
政策带动报废汽车回收量迅猛增长。1

至 7 月，全国报废汽车回收 350.9 万辆，
同比增长 37.4%，其中 5 月、6 月、7 月同
比分别增长 55.6%、72.9%和 93.7%。

近期，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效果，顺
应各方呼吁，党中央、国务院安排超长
期特别国债资金加力支持消费品以
旧换新 。何亚东说 ，在开展汽车报废
更新的同时 ，商务部还将指导各地用
好用足中央加力支持资金 ，合理制定
出台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政策，持续扩
大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成效。

消费市场总体将延续回
升向好态势

“传统消费稳步扩大，新型消费快
速发展 ，服务消费扩容提质 。”何亚东
说，今年以来，消费市场总体呈现平稳
增长态势。

具体来看，7 月份社零总额约 3.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增速较 6 月份

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商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 2.7%， 增速较 6 月份加快 1.2
个百分点。主要商品类别中，超六成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速较 6 月份有所加快。

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蓬
勃发展，新能源汽车 、智能家居 、国货
“潮品”销售快速增长。7 月份，新能源
汽车零售量同比增长 36.9%，渗透率达
51.1%。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
通 讯 器 材 类 零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7%和 12.7%。

旅游、文娱等服务消费持续活跃。
1 至 7 月， 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7.2%，
增速比商品零售额快 4.1 个百分点，其
中餐饮收入增长 7.1%， 交通出行服务
类、 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两位
数增长。

“总的来看，随着加力支持消费品
以旧换新、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等
政策措施加快落实落地，各类促消费活

动持续深入开展，预计消费市场总体将
延续回升向好态势。”何亚东说。

前 7 个月我国对外非金
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 16.2%

何亚东还介绍了我国对外投资合
作情况。1 至 7 月， 我国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 835.5 亿美元 ， 同 比增长
16.2%。其中，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179.4 亿美
元，同比增长 7.7%。

同期，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862.8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6%；新签合
同额 1339.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其
中，我国企业在共建 “一带一路 ”国家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698.8 亿美元，同
比增长 5.2%； 新签合同额 1101.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22.3%。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记者 谢希瑶）

多地现冰雪消费“反季热”，“冷经济”如何释放“热效应”？
这个暑期， 冰雪运动和旅游休闲

消费持续升温，演绎着“冰与火之歌”。
各地推动滑雪、娱雪与文旅活动、

体育赛事等多元融合， 延伸冰雪运动
产业链条，“冰雪热 ”正从“一季热”向
“四季热”发展。

“反季玩雪”成避暑新亮
点，南方人更青睐

今年暑期，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
华润上海万象城冰场十分热闹。 这里
平均每天接待超 340 人次， 较去年同
期显著增长。消费者中，有约 80%是前
来训练滑冰、 冰球等项目的青少年学
员，除了上海本地居民外，还有来自浙
江、江苏等地的游客。

驱车约 10 公里前来的市民汪鑫
介绍， 几年前一家人去长白山旅游后
就“种草”了冰雪运动 ，如今 6 岁的女
儿在夏季每个周末都来训练滑冰。

这个暑期，“反季玩雪” 成为不少
人休闲娱乐的新选择。在湖北武汉，不
久前正式开业的湖北文旅·武汉冰雪
中心已累计接待游客超 2 万人次 ，飘
雪广场、极光穹顶等室内景观成为“打
卡” 点；WS 热雪奇迹单日接待量一度
突破 4000 人次 ，极速雪圈 、冰滑梯等
项目吸引年轻人结伴体验。

在我国北方， 西安热雪奇迹室内
滑雪场进入暑期后热度攀升， 今年 7
月接待游客超过 1.5 万人次， 其中 21

岁至 35 岁的客群占比超过 50%。来自
山东的大学生任佳伟告诉记者， 今年
暑假他专程策划了 4 天的西安滑雪之
旅。“现在室内滑雪场越来越完善，一
年四季想滑就滑。”任佳伟说。

携程平台上， 今年 7 月滑雪相关
产品搜索量环比 6 月增长 89%， 其中
室内滑雪订单量上涨 70%。 去哪儿数
据显示，7 月以来室内滑雪、滑冰、冰球
等冰雪运动类旅游产品预订量环比 6
月增长四成以上。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肖鹏
说，北京冬奥会后，不仅北方冰雪经济
持续发展， 南方也逐渐进入规模发展
阶段，特别是上海、广东、浙江等南方
地区居民，更青睐暑期“反季”冰雪活
动，形成避暑新亮点。

设施扩容产品更丰富，
“接住”消费新需求

近年来，从观赛到亲身体验，从观
光到专业运动，我国冰雪爱好者群体不
断壮大。各地冰雪设施持续扩容，“接住
了”并“创造着”人们持续增长的需求。

“一方面， 暑期高温天气频发，很
大程度上催生了人们的避暑需求 ，使
得民众对冰雪运动的兴趣度和参与度
提高。另一方面，冰雪项目的产品供给
越来越丰富， 满足了冰雪爱好者的多
元需求。”肖鹏说。

在西安热雪奇迹记者看到，初级、

中级等专业雪道上， 滑雪爱好者们脚
踩雪板飞驰。一旁占地约 4000 平米的
雪上乐园里， 小朋友、 年轻人欢乐玩
雪，尽享清凉体验。

西安热雪奇迹项目总经理李雅娟
说：“如今冰雪运动对很多年轻人而言
既是体育项目，也兼具社交属性。作为
雪场， 我们也考虑兼顾滑雪运动与冰
雪娱乐，在今年 4 月改造了雪上乐园，
希望让初次尝试冰雪项目的游客也能
享受冰雪乐趣。”

不断扩容的冰雪设施， 为冰雪消
费增长夯实了基础。如今，武汉市内的
冰场、雪场接近 20 家 ，常年参加花滑
和冰球训练人数持续增长。 上海已拥
有约 10 块固定冰场及数十家室内模
拟滑雪场， 每年参加各类冰雪活动的
人数超过 380 万人次。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周卫红分析， 各地新增
的室内滑雪场、商场内的滑雪模拟机等
设施，让冰雪“发烧友”一年四季都可以
体验冰雪运动和嬉雪活动，同时也为传
统雪季“锁定”了更多黏性用户。

与商旅文体展融合，推
动“冰雪+”全链条发展

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 让 “冷经
济”持续释放“热效应”，应加快冰雪与
商旅文体展等多个领域深度融合 ，推
动“冰雪+”产业全链条发展。

记者走访多个雪场了解到， 多元
融合的发展方向成为不少从业者的共
识。 一些雪场将打造以冰雪运动为核
心、 融合多种娱乐方式的综合体列为
下一步计划。

“一站式体验多元业态的消费方
式深得年轻消费者青睐。”湖北文旅冰
雪管理有限公司营销总监易兰静说 ，
武汉冰雪中心计划引入冰雪演艺秀 、
冰雪集市、冰雪运动会等活动，并推出
“滑雪夜校”“下班滑雪营”， 为周边居
民及上班族提供服务。

推动冰雪运动普及，进一步激发大
众冰雪消费潜力。上海市冰雪运动协会
秘书长沈华介绍，今年上海将举办多项
冰雪运动赛事，吸引更广大市民群体尤
其是年轻人关注和爱上冰雪运动。

同时，记者注意到，如今适应冰雪
消费需求的各类服务也日益丰富 ，为
冰雪运动爱好者定期组织活动， 提供
专业设备、教练预约等服务。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议 ，
为“冰雪+”融合业态发展提供支撑，应
培育一批有创新力的冰雪旅游装备与
装具生产商、 有文化创造力的冰雪旅
游度假区和主题公园运营商、 有实力
的冰雪文化投资机构和冰雪赛事运营
商以及专业生活服务商， 为消费者提
供 “一站式” “生活化” 的服务。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记者 陈爱平 蔡馨逸 喻 珮）

“中国—东盟千校携手计划”
已吸引 1500多所学校参与

新华社贵阳 8 月 22 日电（记者 向
定杰）自去年我国倡议实施“中国—东盟
千校携手计划”以来，已经吸引双方 1500
多所学校广泛参与。

记者从正在贵州举办的 2024 中国—
东盟教育交流周上获悉， 我国积极实施
“中国—东盟千校携手计划”，推动双方各
级各类学校建立伙伴关系， 扩大校长、教
师、学生等互访，促进友好交流，推动校际
合作。

据了解，2023 年 9 月， 中方倡议实施
的“中国—东盟千校携手计划”被纳入《东
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合作倡议清单》。记

者在首批“中国—东盟千校携手计划”项目
学校申报通知上看到， 中方学校为申报主
体， 要求优先考虑与东盟国家学校有实质
性合作项目的学校， 一所中方学校最多可
申请携手 3 所东盟国家学校。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杨军
介绍，该计划依托与东盟国家现有的教育
合作基础，积极发挥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统筹协调作用，充分调动学校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鼓励和支持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加
入计划， 拓展与东盟有关教育机构的合
作，深化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推进教育
互联互通、互学互鉴。

国家正着力建立健全“五个一”
促进民间投资政策体系

新华社济南 8 月 22 日电（记者 刘
铮）国家发展改革委正着力建立健全“一
平台、一库、一机制、一模式 、一保障 ”的
“五个一”促进民间投资政策体系。

这是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在
山东济南组织召开的推动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现场会上了解到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副司长赵成
峰介绍，“一平台”是指全国向民间资本推
介项目平台，“一库”是全国重点民间投资
项目库，“一机制”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新机制，“一模式”是基础设施领域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一保障”
是促进民间投资资金和要素保障机制。

“我们坚持系统观念，着力建立健全

‘五个一 ’的促进民间投资政策体系 ，目
的是坚持问题导向 ，针对民间投资存在
的问题 ，着力推动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的良性工作机制 ，使广大的民营企业有
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赵成峰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备说：“要
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
效机制，筛选更多符合政策要求、投资规
模较大、示范性较强的项目，纳入全国重
点民间投资项目库，并推动实施。”

郑备介绍，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持续健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协同机
制，加强涉民营经济政策与宏观政策取向
一致性专项评估，全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

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5.7%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记者 戴

小河）国家能源局 22 日发布的信息显示，
7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9396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5.7%。

分产业用电看，7 月份第一产业用电
量 1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第二产
业用电量 5656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5%；
第三产业用电量 1871 亿千瓦时， 同比增
长 7.8%。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1727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5.9%。

分大类看，7 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
用电量同比增长 9%。其中，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12.4%， 延续快
速增长势头，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用电
量同比增长 20.7%；新能源车整车制造、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用电量
同比分别增长 42.8%、12.7%。

1 至 7 月， 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5597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7%；规模以上工业
发电量为 53239 亿千瓦时。 分产业用电
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764 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 7.5%；第二产业用电量 36329 亿千瓦
时 ， 同比增长 6.6% ； 第三产业用电量
1039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1%。城乡居民
生活用电量 8482 亿千瓦时 ， 同比增长
8.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中
心副主任蒋德斌表示，入夏以来，全国多
地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最大用电负荷快
速攀升，多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7 月全国
统调最大用电负荷达 14.51 亿千瓦， 创历
史新高。电力行业企业在国家相关部门指
导下， 积极应对迎峰度夏高温大负荷，电
力供应保障有力有效。

京津冀实现近 1500万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共享

新华社天津 8 月 22 日电 （记者 栗
雅婷） 记者从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
会了解到， 京津冀三地近年来加快推进
公共服务领域区域标准化协同工作， 三
地已实现近 1500 万条各类机构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数据共享。

据介绍， 京津冀三地持续推动数据
资源统一共享， 发布实施 《法人和其他组
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元交换规范 》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
共享应用规范》 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为跨
地域、 跨部门、 跨平台应用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数据资源提供了统一、 规范的保障。

此外， 在促进京津冀区域旅游出行

高质量发展方面， 三地制定实施了 《京
津冀自驾驿站服务规范》 区域协同地方
标准。 在促进 “一老一小” 民生保障方
面， 三地发布实施了 《救助保护和儿童
福利机构未成年人心理评估规范》 区域
协同地方标准。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赵金恒表示， 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
会同三地民政 、 文化旅游 、 规划资源 、
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持续推进公共服
务领域标准共建共享、 标准化协同工作，
已经制定 10 余项区域协同地方标准。 天
津市将持续深入实施标准， 支持和引领
京津冀区域公共服务领域一体化发展。

处暑： 新凉直万金
“处暑无三日，新凉直万金。”
处暑，是夏天的尾声，也是秋天的序

曲。元代文人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
集解》记载：“处暑，七月中。处，止也，暑气
至此而止矣。” 处暑时节也是农作物成熟
和收获的关键时期。

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
兆元表示 ，处暑可以用 “一出一入 ”来理
解———“出”是出伏，“入”是入秋。它提醒
人们顺应规律，及时调整生活习惯和农事
活动；同时，秋季的肃杀之气象征着收敛，
人们应减少消耗，注重养生。

我国古代将处暑分为三候：一候鹰乃
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其中，
“鹰乃祭鸟”说的是，在处暑时节，老鹰开
始大量捕猎鸟类，捕获后先陈列如祭祀一
般，然后食用；“天地始肃”说的是，随着气
温的逐渐降低， 万物开始凋零；“禾乃登”
里的“禾”指的是黍、稻、粱等农作物的总
称，“登”即成熟的意思，表示这些农作物
开始成熟。农谚有云，“处暑满地黄，家家
修廪仓”。

处暑时节， 有许多传统民俗活动，颇
有意思。比如，“处暑十八盆”，在以前，老
百姓洗澡条件有限，人们都是用盆接水洗
澡，由于处暑后天气还有些炎热，还需要
连续洗十八天， 才能感到真正的秋凉；还
有 “开渔节”， 处暑之后是渔业收获的时
期， 沿海地区会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欢
送渔民出海，期盼渔业丰收。此外，还有祭

祖迎秋、放河灯等。
风微凉，谷已黄。面对时序更迭、华章

日新，古代文人墨客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
词，至今隽永闪亮。

他们写“清凉”。此时节，绿野风宜，秋
色浮水，弥漫于天地间的清爽凉意，格外
宜人。无论畅游郊野，还是迎秋赏秋，都是
无比惬意的事情。唐代诗人白居易如是写
道：“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池上秋又
来，荷花半成子。”

他们亦写“收获”。处暑时，稻穗迎接
农人的检阅；在清风徐徐、兰舟微荡处，菱
角结实饱满，江南女子身着布衣钗裙，边歌
边采……此时，丰收的喜悦传遍人间。面对
此情此景，唐代元稹的《咏廿四气诗·处暑
七月中》这样写道：“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
吟。缓酌樽中酒，容调膝上琴。”

处暑生新凉，田野稻谷香。在广袤的
大地上，如许的潋滟秋色，如油画般铺陈
开来，五彩斑斓，令人遐想沉醉。这时，人
们总是愉悦的。宋代陆游一首《闲适》恰如
其分地描写了这种心情：“四时俱可喜，最
好新秋时。柴门傍野水，邻叟闲相期。”

处暑，是告别，也是启程。它用温柔的
秋风提醒人们： 在每一个结束与开始之
间，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与希望。伏去秋
来，秋风有信，只要不辜负光阴的启示，心
境清凉而热情不减，惜时如金，所念所盼
总会有回响。 （新华社上海 8 月 22 日电

记者 杨金志 郭慕清）

贷款增长近 20%！ 高新技术企业获更多金融“活水”
科技金融领域又传来好消息 。截

至 6 月末， 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
额同比增长 19.5%，相比同期 8.8%的各
项贷款增速，表现亮眼。

一直以来，缺少抵押物、难以估值
评价、缺乏长期资金，是科技企业融资
存在的问题。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21 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出新趋
势：随着一系列科技金融举措落地，金
融体系正悄然发生变化， 一些融资难
题逐步得到缓解。

6 月末，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
额 15.3 万亿元， 其中信用贷款和中长
期贷款占比均超过四成； 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余额 2340 亿元，同比增长 38%。
7 月末，保险资金长期股权投资 2.7 万
亿元。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

支持科技创新的金融举措加速落地 。
不断健全的科技金融政策框架、 逐步
完善的科技金融监管激励、 更多适应
科创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 越来越充
沛的长期资金支撑……科技金融领域
的变化显而易见。

———从“看砖头”到“看专利”。
过去， 对于轻资产的科创企业而

言， 申请贷款最大的难题是需要有房
产抵押。当前，越来越多银行开始重构
对科技企业的评价体系 ，“科技 e 贷 ”
“研发贷”“知识产权抵押贷”等创新贷
款产品不断落地。科创企业的技术“软
实力”正变成融资“硬通货”。

———从“向后看”变为“向前看”。
银行对传统企业授信时， 往往关

注企业的资产、盈利等指标，这不适用
于研发周期长、 不确定性较大的科创

企业。“金融机构需要从过去看财务报
表、看押品，转向看能力、看产品、看前
景。”金融监管总局法规司司长王胜邦
一语道出问题关键。

———从关注短期绩效到成为耐心
资本。

研发周期长、见效慢，科技企业发
展成熟需要漫长的过程， 短期绩效评
价不利于激发金融机构支持科创企业
的积极性。当前，无论是银行还是投资
机构， 都在探索较长周期的绩效考核
方案，适当提高不良贷款容忍度，建立
尽职免责机制。

监管政策也在积极引导， 鼓励更
多银行和保险资金作为长期资本 、耐
心资本 ，投早 、投小 、投长期 、投硬科
技。

应该看到，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力

度不断加大的同时， 还有诸多痛点难
点有待破解， 科创企业获得金融资源
的占比仍不高， 尤其是存在 “投早不
足、投晚有余”等结构性难题 ，与科技
创新对金融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就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一系列部署 ，提
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等，并强调“构建
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为金融更好支持科技创新提出了要
求。

可以预见， 随着后续相关举措的
推出和落地， 将会有更多金融资源向
科技创新领域倾斜。 在金融活水浇灌
下，“科技之花”将结出“产业硕果”。

（新华社北京 8 月 22 日电
记者 吴 雨 李延霞）

第三十届海峡两岸
大学生新闻营

走进辉腾锡勒草原
8 月 22 日， 参加第三

十届海峡两岸大学生新闻
营的师生们在内蒙古乌兰
察布市辉腾锡勒草原学跳
蒙古族舞蹈。 当日， 参加
第三十届海峡两岸大学生
新闻营的师生们走进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辉腾锡勒草
原， 体验奶茶制作、 搭建
蒙古包等活动。 据了解，
第三十届海峡两岸大学生
新闻营吸引了来自大陆 10
所高校和台湾 8 所高校的
近 200 名大学生参与。
新华社记者 连 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