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9.6%

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稳步提高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2023

年， 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 39.6%，

较上年提高 2.9 个百分点，连续 5 年稳

步提高。

作为创新的主体， 我国企业发明

专利产业化率达 51.3%， 较上年提高

3.2 个百分点。 其中，小型企业和微型

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分别达 53.9%

和 33.8%， 较上年分别提高 8.6 个和

11.8 个百分点。 发明专利产业化收益

稳步增长。 2023年，企业实现产业化的

发明专利平均收益达 829.6 万元/件，

较上年增长 3.8%； 用于自主品牌产品

的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达 1067.1

万元/件， 显示出专利与品牌综合运用

效益更加突出。

三部门推进 IPv6 规模部署和应用

近日，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信部联合印发《深入推进 IPv6 规

模部署和应用 2024 年工作安排》，要

求以全面推进 IPv6 技术创新与融合应

用为主线，着力破解瓶颈短板，完善技

术产业生态，打造创新引领、高效协同

的自驱性发展态势。

工作安排部署了增强 IPv6 网络性

能和服务质量、 提高应用设施 IPv6 部

署水平、提高终端设备 IPv6 连通水平、

深化行业融合应用、 扩大 IPv6 内容源

规模等方面的重点任务。 根据工作安

排， 到 2024 年末，IPv6 活跃用户数达

到 8 亿， 物联网 IPv6 连接数达到 6.5

亿，固定网络 IPv6流量占比达到 23%，

移动网络 IPv6流量占比达到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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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

一季度农业农村经济稳健开局

数字图解

本报记者 马文博

今年一季度， 各地学习运用

“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抓好冬春农

业生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统筹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

建设和乡村治理，农业农村经济保

持良好发展势头。在日前举行的国

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党

组成员李敬辉表示，一季度农业农

村经济稳健开局，为巩固和增强经

济回升向好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夏粮夏油丰收基础好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

1/5多，夏油占全年油料的四成，而

且夏粮和夏油又是全年粮食生产

的第一季，所以夏粮夏油的首战告

捷对全年和全局意义非常大。

4 月 19 日是“谷雨”。 谷雨时

节是春耕生产最繁忙的时候，也是

全年粮油作物落地落实最关键的

时期。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截

至 4月 18日， 全国已春播粮食作

物面积 1.9 亿亩、 占计划面积的

19.8%， 播种进度比去年同期快

0.5个百分点。目前，全国春播粮食

已完成近两成，进度同比略快。 其

中，早稻栽插过七成，玉米、大豆播

种过一成。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冬小

麦面积稳中略增，一二类苗比例为

91%，长势好于上年、好于常年；冬

油菜面积小幅增加，一二类苗比例

为 85.1%，好于上年、与常年相当。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

文博表示，春播期间全国大部地区

的土壤墒情适宜，库塘蓄水比较充

足，利于种足种满。据农情调度，今

年粮食意向种植面积 17.8 亿亩以

上，比上年有所增加。

气象部门预计，今年农业气象

年景总体偏差，洪涝灾害可能要重

于干旱，极端天气事件频发。 农业

农村部会同气象、水利、应急等部

门分区域、分作物、分灾种制定防

灾减灾预案和技术方案，做好物资

储备和技术准备，适时派出工作组

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主产区和重灾

区，指导落实防灾减灾关键技术措

施。特别是加快建设区域农业应急

救灾中心， 配强救灾机具装备，建

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提升粮食

和农业生产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农产品价格有望回升

受国内外多因素叠加影响，今

年一季度我国多数农产品价格偏

弱运行。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今年

1—3 月农产品批发价格 200 指数

为 128.04，同比低 4.43个点。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

司长雷刘功表示， 从总体上看，当

前农产品价格下跌是市场供求规

律作用下的阶段性波动。在国内粮

食、生猪等重要大宗农产品生产供

应连年稳中有增的情况下， 消费、

进口等环节的形势变化对价格的

影响变得相对明显。 一方面，农产

品消费仍处于恢复过程； 另一方

面，国际市场价格传导。 受全球粮

食等大宗农产品供需阶段性宽松

等因素影响，国际大宗农产品价格

从 2022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大幅回

落，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国内农

产品价格上升的动力。

雷刘功表示，对于农产品价格

低位运行的影响要辩证地看。农产

品一头连着广大市民，一头连着亿

万农民。 农产品价格便宜了，对于

城乡居民降低生活成本、一些工业

企业降低生产成本，都是实实在在

的利好， 但是对于农民增加收入、

对农民生产积极性会造成影响，进

而对全年农产品稳产保供带来不

利影响。为促进农产品市场平稳运

行、稳定农民收益预期，国家有关

部门及时采取调整优化产能、增加

储备收购、促进加工转化等一系列

措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经取

得了一定成效。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3

月底，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 3992

万头，连续 9 个月回调，相当于目

标保有量 3900万头的 102.4%。生

猪价格触底回升，4 月第二周，全

国生猪平均价格每公斤 15.4 元、

同比上涨 5.3%。肉蛋奶全面增产，

猪牛羊禽肉产量 2490 万吨， 同比

增长 1.4%；禽蛋产量 867 万吨，增

长 1.5%；牛奶产量 876 万吨，增长

5.1%。

此前，农业农村部印发《生猪

产能调控实施方案 （2024 年修

订）》（以下简称方案），将全国能繁

母猪正常保有量目标从 4100 万头

调整为 3900万头。同时，方案优化

了地方生猪稳产保供责任落实，完

善了监测预警、生产引导和产能调

控等重点举措。 目前，方案的各项

措施正在落实。

近日， 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

行业协会和重点企业进行了专题

会商。 与会人士认为，随着生猪去

产能效果的逐渐显现，能繁母猪存

栏量、中大猪存栏量和新生仔猪数

量都呈现下降趋势，二季度生猪市

场供需关系将进一步改善，生猪养

殖可能实现扭亏为盈。

雷刘功表示， 从后期走势看，

随着各项宏观政策组合落地见效，

经济持续恢复向好，农产品需求将

不断回暖，市场预期也将进一步改

善，农产品价格总体有望逐步企稳

回升并保持在合理区间。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是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的重点任务。李敬辉表

示，做好这项工作很重要的抓手就

是“一库一单”。“一库”就是乡村建

设项目库，承担着项目储备、布局

统筹、 进展调度等功能；“一单”就

是任务清单，主要是客观反映农民

群众建设需求， 包括建设任务、建

设目标、责任部门等基本要素。

今年以来，各级农业农村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依托“一库一单”，

加强管理、加快建设，推动项目落

地实施。 截至 3月底，县级乡村建

设项目库累计已入库项目 61.4 万

个，落实项目资金 2507.4亿元。 指

导中西部资源条件适宜、技术模式

成熟地区稳步推进农村户厕改造，

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治理，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扩大清单

制、积分制等务实管用乡村治理方

式覆盖面， 推介第五批 32 个全国

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此外， 乡村产业发展势头良

好。 农产品加工业平稳发展，1—3

月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3.3%。 3 月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PMI（采

购经理指数）为 56.5%，企业发展

信心增强。乡村休闲旅游业持续升

温，农产品电子商务较快增长。 优

化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带

动更多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6596元， 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 7.7%， 高于城镇居

民收入增速 2.4个百分点。

李敬辉表示，下一步，农业农

村部将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坚

决打好夏季粮油生产第一仗，牢牢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提升

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

理水平，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

动，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培育发展

农业新质生产力，努力推动“三农”

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提升。

3016.7

亿元

一季度实际使用外资环比增长

商务部数据显示， 今年 1—3 月，

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12086 家，

同比增长 20.7%；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3016.7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26.1%，

环比 2023年第四季度增长 41.7%。

从行业看，1—3 月住宿和餐饮业、

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实际使

用外资分别增长 84.7%、17.5%、2.2%、

1.4%。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810.6亿元

人民币，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为

26.9%，较去年同期提高 2.3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 377.6 亿

元人民币，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12.5%，较去年同期提高 2.2 个百分点。

其中，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

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69.7%。 从

来源地看，德国、东盟对华投资分别增

长 48%、5.8%。

2024年我国消费品市场将延续稳定向好态势

本报记者 冉隆楠

4 月 18 日， 由中国商业联合

会、 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联合主

办的“2024 中国消费品市场发展大

会暨第三十二届中国市场商品销售

统计结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会议

发布了 2023 年我国消费品市场的

运行情况和 2024 年消费品市场发

展环境和趋势展望、2023 年度中国

市场商品销售统计结果。

“消费品市场持续恢复，实体零

售贡献提升。”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

心主任李殿禹在会上表示，2023

年，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相继

出台， 为我国消费品市场尽快恢复

活力、持续提质升级保驾护航，全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 47.1 万

亿元，同比增长 7.2%。

据李殿禹介绍，2023 年， 乡村

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线上消费

占比持续提升， 实体店商品零售增

长贡献率大幅提高， 多数商品零

售实现正增长， 餐饮消费快速复

苏，限额以下单位消费增势良好，全

国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销售大幅增

长。

随着各地方、 各部门积极开展

促消费活动， 商贸零售企业积极打

造新型消费场景，特色商业街区、品

牌体验店、 美食夜市等线下消费场

所提质升级， 带动线下客流量快速

回暖， 实体店经营持续改善。 经测

算，2023 年线下商品零售额同比增

长 4.7%，增速较上年提高 6.5 个百

分点， 对商品零售的增长贡献率达

到 56%。

值得一提的是，2023 年， 服务

消费需求加快释放， 质价比消费推

动行业变革， 实用型消费彰显细分

市场潜力，健康需求成为普遍需求，

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消费新动力，绿

色低碳引领消费新风尚。

对于 2024 年我国消费品市场

发展环境和趋势，李殿禹预测，宏观

经济基础将得到进一步夯实， 投资

效益提升将有利于经济实现良性循

环， 民营经济信心增强有利于消费

持续稳定扩大，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有利于消费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以

旧换新将推动消费品市场扩容提

质， 居民收入稳步提升有利于增强

消费动力， 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将进

一步激发县乡消费潜力， 物价涨幅

将保持在有利于扩大消费的合理水

平。

“在国家更大力度扩内需、促消

费的政策推动下， 我国居民消费能

力、居民消费环境、市场增长韧性、

市场创新亮点等都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 消费品市场将延续稳定向好的

恢复态势，预计 2024 年我国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 5.5%左右。 ”

李殿禹说。

针对 2024 年消费品市场高质

量发展， 李殿禹认为需要面对五个

方面的新要求： 一是运用新质生产

力，打造新供给、新业态、新消费的

发展要求；二是扩大服务供给，提升

服务品质， 满足服务消费需求快速

增长的发展要求； 三是充分挖掘节

假日消费潜力， 创新节假日消费场

景、消费内容的发展要求；四是建立

安全可靠、高质高效、特色鲜明的供

应链，适应消费回归理性发展要求；

五是把握银发经济发展契机， 加快

补齐适老商品、服务、场景短板的发

展要求。

农情调度显示，截至 4 月 18 日，全国已春播粮食作物面积 1.9 亿亩、占计划面积的 19.8%，播种进度比去年同期快 0.5 个

百分点。全国粮食意向种植面积 17.8亿亩以上，比上年有所增加。图为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顾高镇塘桥村天地农业园，村民在

劳作。 CNSPHOTO提供

夏粮夏油主要是

冬小麦、冬油菜。 总的

判断就是今年夏季粮

油生产形势不错，丰

收已经有了很好的基

础。 一方面，冬小麦面

积稳中略增， 冬油菜

面积预计增加 200 万

亩以上， 在去年增加

的基础上继续增加；

另一方面， 苗情长势

好于上年。 据最新农

情调度， 全国冬小麦

一二类苗的比例为

91%，比上年同期高 1

个百分点， 比常年高

1.9 个百分点。

———农业农村部种植

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

■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