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景德镇陶溪川

春秋大集秋集举办

10 月 17 日， 游客在陶溪川

春秋大集上了解茶艺。

当日，20 24 景 德 镇 陶 溪 川

春秋大集的秋集在江西景德镇

陶溪川文创街区开幕。 本次秋集

持续到 10 月 22 日， 其间举办论

坛演讲、艺术展览、互动演出等

活动。

隋尚君 文 / 图

当前，数字消费已逐渐成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互联网助力数字消费发展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显

示，当前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已超过 9 亿人。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互联网在促进新消费模式发展、带动形

成新消费热点、推动新消费群体崛起等方面持续发挥积极作用，数字消费的发展正稳

步推动消费市场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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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视点

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超 9 亿人

数字消费带动新消费热点

权威发布

国家知识产权局：

全国七成左右发明专利

出自专利密集型产业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发布《中国专利

密集型产业统计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创新能力

强、发展潜力大，集聚了全国企业近五成的研发

经费投入，产出了七成左右的发明专利。

《“十四五” 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提出“培育专利密集型产业”的工作任务，预期到

2025 年，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达到 13%。 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专利密集型

产业增加值达到 15.32 万亿元，2018—2022 年均

增速为 9.36%，高于同期 GDP 现价年均增速 2.37

个百分点。 2022 年，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达到 12.71%，比上年提高 0.27 个百

分点，较 2018 年累计提高 1.07 个百分点。

报告表明， 我国专利密集型产业引领带动

作用突出。 2018—2022 年，七大专利密集型产业

中，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最快的前三个行业依

次是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 年均增长 14.86%；

研发、设计和技术服务业，年均增长 11%；信息

通信技术制造业，年均增长 10.23%。（操秀英）

金融监管总局：

商业银行对“白名单”项目

要“应贷尽贷”

“为做好房地产项目融资，保障房屋建成交

付，金融监管总局会进一步优化完善房地产‘白

名单’ 项目融资机制， 做到合格项目‘应进尽

进’，已审贷款‘应贷尽贷’，资金拨付‘能早尽

早’。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远企 10 月 17 日

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是说。

今年年初以来， 金融监管总局与住建部指

导建立了城市房地产融资协调机制， 把合规房

地产项目都纳入“白名单”，推动金融机构增强

对房地产“白名单”项目融资的支持力度。

“纳入‘白名单’以后，对房地产项目的管理

更加规范，融资也更加便利快速，对于项目的建

成和交付、 对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 ”肖远企介绍，目前，经研究，

把商品住房的房地产开发贷款项目全部纳入

“白名单”的条件已具备，今后符合“白名单”标

准条件的房地产项目，均应该按照“白名单”管

理，做到“应进尽进”。 （杜燕飞）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把保交房项目

作为质量监管的重点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有关情

况。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在会上表示，把

保交房项目作为加强房屋质量监管的重点，既

要把房子建成，又要把房子建好，把验收合格的

房子交到购房人手上。

倪虹谈到，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正常经营

的项目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推进；对资不抵

债的项目，按照法治化、市场化原则，加快破产重

整或清算，切实维护好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这里

还要强调，对那些违法违规、坑害群众利益的，要

坚决查处，决不能让他们“金蝉脱壳”、蒙混过关。

倪虹表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金融监管

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强化信贷、土地、司

法等措施联动，紧紧围绕交付目标，继续狠抓各

项工作落实。 一是抓进度。 二是抓质量。 三是抓

协调。 把保交房项目作为加强房屋质量监管的

重点，既要把房子建成，又要把房子建好，把验

收合格的房子交到购房人手上。 用好国家、省、

市三级专班联动机制， 协调解决项目跨区域的

资金抽逃、涉法涉诉、资产处置等方面的困难和

问题。 （杨虞波罗）

新热潮

数字消费增长点不断涌现

国货“潮品”消费表现亮眼，成

为近年来重要的数字消费增长点。

“真丝马面裙、 宋锦马甲、 盘扣上

衣、 香云纱衬衫……我网购了许多

国潮服装，节假日逛街游玩时穿。 ”

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 95

后张女士说。

《蓝皮书》显示，近六成网购用

户购买过国货“潮品 ”， 其中有

66.5%的用户认为国货品质不输国

外品牌。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几年国货提

质创新， 消费者对国货的认可度

和信任度不断提升 ， 加之对本土

文化的情感共鸣 ， 消费本土化将

成为新趋势。

近年来，互联网助力文旅出行消

费，在数字消费领域有突出表现。

北京的李女士想去云南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点开手机上的出行

软件，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甚至接机

的网约车逐个预订。“全部操作下来

不到 5 分钟。”李女士说。这样的场景

如今屡见不鲜。 截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已超

过 5 亿人，同比增长超过 20%。

互联网对文旅消费的提升不

止于此。 当前，短视频平台文旅内

容刷屏，打造了文旅 IP 热点，带动

“县域游”“小城游”等持续升温，助

推“城市漫步”“露营经济 ”“夜经

济”等文旅消费新场景不断涌现。

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智能消

费等新消费模式也成为重要消费

增长点 ：25%的网购用户近半年来

购买过绿色节能产品，购买过健康

和养生类产品的用户占网购用户

的 26.1%， 购买过智能家居产品的

用户占网购用户的 25%。

新模式

数字消费场景持续拓展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各个消

费场景中深入应用， 线上与线下、

业态与场景的融合发展日益成为

数字消费的重要特征。 直播电商、

短视频电商、即时零售等各类新业

态 、新模式蓬勃发展，覆盖各类消

费场景 ，触发潜在消费，成为促进

消费增长的重要方式。

作为数字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的“主力军 ”，直播 、短视频电商模

式近年来极大促进了消费转化。

“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山羊，都

是‘喝着山泉水、吃着山野菜’长大

的……” 一大早， 安徽省舒城县志

菊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张志菊

一边赶羊出圈，一边用手机做起了

直播，销售羊肉等农产品。 她的手

机里不断弹出新订单提醒。

这样的场景，在全国各地比比

皆是。 《蓝皮书》提到，观看短视频

或直播的用户中，71.2%的用户因

观看短视频或直播而买过商品 ，

53.7%的用户经常收看直播带货 。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分析师陈

静说，直播、短视频、内容电商模式

正在成为影响数字消费决策的重

要因素，形成了兴趣“种草”、下单、

分享的网购路径。

即时零售是另一种近年来蓬

勃发展的数字消费新模式。 上海的

陈先生夜里觉得有点感冒症状，想

买些非处方药。 他打开手机上的购

药 APP，20 分钟后， 药品就送到了

家门口。

数据显示，使用包含闪购、即时

配送、同城配送或“小时达”等服务

的即时零售用户，已占网购用户的

26.4%。“即时零售消费通过挖掘商

超、送药、买菜、跑腿等生活服务领

域的消费潜力，将消费边界从固定

场所扩展至上班途中等各类动态

化场景，满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

即时性消费需求，让消费者尽享便

利生活。 ”陈静说。

新势力

数字消费群体日益崛起

随着互联网技术红利不断惠

及全体网民，数字消费用户群体逐

渐打破年龄 、性别 、地域等因素限

制，00 后、“银发族”、农村群体等数

字消费新势力日益活跃。

《蓝皮书》 显示，90 后、00 后是

数字消费主力军。 00 后网络购物使

用率达 88.5%，在个性化消费、国货

消费、 智能消费等领域较为活跃。

“90 后、00 后群体热衷网购、 乐于

尝新，是最主要的，也是未来十年

最具成长性的数字消费群体。 ”专

家表示。

“银发族”也是数字消费的重要

增长极。“这个摄像头，将人体影像

转化为火柴人形象，能通过步伐状

态及时预判老年人是否有中风 、

跌倒风险 。 ”成都一家技术公司

负责人史先生说，产品在网上销量

很好，受到许多老年人及其子女的

欢迎。

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网

民网络购物使用率为 69.8%。其中，

“银发族”在健康医疗、文旅出行消

费中表现突出，健康型、享受型消

费升级趋势明显。

农村网民也是数字消费的重

要潜在力量。 农村网民线上消费能

力不断增强 ， 网 络 购 物 比 例 达

76 . 7 % ； 他们更热衷于在短视频

平台购物 ， 使用比例高于城镇网

民 1.2 个百分点。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

示，有关部门需要结合互联网消费

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问题 ，进一步

建 立 健 全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和 标 准

制度， 为新兴互联网消费业态 、

新 型 消 费 群 体 持 续 发 展 提 供 法

治保障。

“未来，需要从供需两端同时赋

能，引导消费优化供给 ，不断增强

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 ” 张晓

说，要不断扩大数字消费用户基

数 ，引导培育健康绿色 、智能化、

个性 化 消 费 理 念 ； 同 时 ， 以 消 费

群体结构变化为指引 ，通过产品

创新以新供给拉动新需求，形成消

费增量。

（金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