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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首季工业经济形势

一季度陕西进出口实现“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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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荣）4 月 18 日，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一季度陕西省进出口总值1127.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9.7%，增速高出全国 4.7 个百分点

（全国增速 5%），进出口贸易总值在全国排名

前移至第18位，进出口实现了“开门红”。

一季度陕西出口进口
实现“双增长”

“外贸运行总体平稳，出口进口实现‘双增长’。”

西安海关副关长李晋生介绍，今年一季度陕西省

出口748.8亿元，增长14.7%，出口增速高出全国

9.8个百分点（全国增速4.9%）；进口378.4亿元，

增长 0.9%。出口、进口“双增长”，体现了陕西

开放型经济回升向好。

一季度，西安海关办理新增备案报关单位

736 家，增长 27.6%，其中新增备案的进出口

企业 708家，占新增总数的 96%。陕西省现有

备案报关单位增加至19134家，市场主体进一步

壮大。民营企业进出口 429.1亿元，增长 0.5%。

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630.5 亿元，增长

20.2%；国有企业进出口64.4亿元，占比5.7%。

一季度，陕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647.5亿元，增长19.5%，占进出口总值的57.4%。

对韩国进出口261.8亿元，增长36.7%。对俄罗斯

进出口 71.6 亿元，增长 17.9%。对欧盟进出口

110.4亿元，占比9.8%。对美国进出口67.8亿元，

增长5.6%。

集成电路进出口
带动全省外贸增长

陕西机电产品出口627.5亿元，增长11.6%，

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83.8%。其中，集成电路

进出口回升带动全省外贸增长。在全球半导体

市场向好的背景下，一季度陕西集成电路出口

275.9亿元，进口 207.5 亿元，分别增长 4.7%和

44.2%，占 全 省 出 口 值 和 进 口 值 的 36.8%和

54.8%。汽车出口 84.5 亿元，增长 1.6 倍，保持

强劲增长势头。延安苹果、富平柿饼、安康蚕种等

相继走出国门、迈向中高端国际市场，一季度

陕西出口农产品15亿元，增长41.4%。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回暖明显，复苏势头

有望延续。今年以来陕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强势复苏，一季度出口 31.7亿元，增长 62.2%，

其中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出口 7.2 亿元，

增长37%；服装及衣着附件、鞋靴出口均有增长。

一季度，经初步测算，我省跨境电商进出口

14.3亿元，增长1倍。

“新三样”产品
成出口中亚五国主力

据西安海关统计，“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

提出以来，陕西对中亚五国累计进出口值达到

121 亿元，年均增长 13%。去年贸易额达到

57.9亿元，增长1.8倍。

西安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崔颖介绍，一季度，

陕西与中亚五国进出口贸易额达 22.7 亿元，

增长 2.4 倍，其中出口 21.6 亿元，增长 2.6 倍；

进口1.1亿元，增长59.6%。

“新三样”产品成为陕西出口中亚五国的

主力。“新三样”产品出口13.2亿元，增长22.6倍，

占同期对中亚国家出口值的61.1%。其中，光伏

产品出口 7.5亿元，增长 31.4倍；电动汽车出口

5.7亿元，增长16.5倍。此外，纺织服装、农产品

出口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陕西与中亚五国跨境运输方式更加便捷

高 效 。 去 年 以 来 ，新 疆 喀 什 、深 圳 、西 安 、

青 岛 等 地 先 后 开 通 了 对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

哈 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 TIR 国际跨境

公路货运线路。2023 年 6 月，西安海关监管

首 批 TIR 运 输 货 物 出 境 运 往 哈 萨 克 斯 坦 ，

同年 12 月监管首批跨境电商货物采用这一

运输方式运往中亚。今年 3 月 26 日再次监管

TIR 跨境运输车辆，搭载货物 4.4 吨，从阿拉

山口口岸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运抵莫斯 科 。

多 种 方 式 联 运 的 模 式 ，有 力 推 动 陕 西 与

中 亚国家实现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的货物

跨境运输。

本报讯 （记者 杜静波）4月17日至18日，

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到宝鸡市、咸阳市调研煤炭

产业链发展情况。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紧紧抓住彬长旬麟清洁低碳能化基地建设机遇，

以能化产业园区建设为抓手，按照集约、智能、

低碳、循环的发展路子，主动腾笼换鸟，推动

煤炭产业转型升级。

徐新荣首先来到宝鸡市麟游经济技术

开发区。在陕西麟北煤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他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安全措施落实等

情况，表示要加快技术升级，积极推进绿色智能

开采，打造国内一流煤炭企业。在陕西能源

麟北发电有限公司，徐新荣走进世界首例钢结构

烟塔合一间冷塔，听取技术创新、节能减排

情况介绍，勉励企业走好绿色发展之路，实现

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在陕西正元麟

电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徐新荣认真了解粉煤灰

和脱硫石膏综合利用技术、产品生产情况，

表示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延伸产业链条，实现

煤炭产业转型升级。

在咸阳彬州市，徐新荣来到彬长集团文家坡

矿业有限公司，查看煤矿综合管控平台运行，

仔细询问井下作业和安全生产情况。在咸阳

（彬州）能化园区孵化园，徐新荣听取了园区

规划建设情况介绍，实地查看咸阳思科赛

新材料暨高端医药中间体项目和彬长CFB示范

发电项目施工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进度及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他表示，能化产业园区是推动

产业集约、低碳、循环发展的重要平台，要坚持

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的有效做法，坚持煤化工

和精细化工有机结合，着力强化保障、做优

服务，引导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煤炭产业链条

上发挥各自优势，不断提升煤炭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水平。随后，徐新荣来到恒得源环保

新 科技有限公司，查看煤基固废建材资源

转化利用情况。他表示，煤炭产业废水、废气、

废渣综合利用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要将其作为

煤炭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的重要方向，持续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不断提升资源循环利用

水平。

调研期间，徐新荣一行还走访了彬州市

政协机关，看望慰问了机关干部。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宝鸡市委书记杨广亭参加宝鸡市

调研。

发挥优势 建好园区 拉长链条
加快推动关中地区煤炭产业转型升级

徐新荣在宝鸡咸阳调研时表示

□ 新华社记者 严赋憬、张辛欣

围绕开局工业运行情况、制造业转型等热点

问题，国新办18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

化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

工业经济总体实现良好开局

对于开局工业经济形势，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单忠德说，一季度总体实现良好开局，工

业经济运行平稳向好，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信

息通信业稳步发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据介绍，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6.1%，为 8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值。智能化

水平取得新提升，目前已培育421家国家级智能

制造示范工厂。“双千兆”网络部署稳步推进，累

计建成 5G基站 364.7万个，5G用户普及率突破

60%，千兆城市达到207个。

关于地方和行业情况，单忠德介绍，工业

大省大市和重点行业保持稳定增长，31 个省

份中 28 个省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 个

工业大类行业中，电子、汽车等 37 个行业增

加值同比保持增长，增长面较去年扩大 22
个百分点。

单忠德还表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

因素持续累积。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快释放市场空间。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增长，根据一季度对3.6万

家重点企业调查问卷显示，76%的企业预计其

产值二季度将增长或持平。

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加
快推进

智能制造是实现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核

心技术和主线。单忠德表示，我国智能制造装备

产业规模已经达到3.2万亿元以上，培育了421家

国家级示范工厂、万余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

工厂，累计发布国家标准408项、主导制定国际标

准48项。

单忠德说，将强化应用牵引，完善供给支

撑，健全基础设施，力争到 2025年，超 70%的规

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基本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建

成一批引领产业发展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培

育一批专业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智能制造系

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建成一批具有行业和区域

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在工业绿色化发展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

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说，将落实好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支持政策，引导

企业、园区、重点行业全面实施新一轮绿色低碳

技术改造升级；引导数据中心、通信基站等信息

技术设施扩大绿色能源利用比例，加快废旧动

力电池、光伏组件、风机叶片等新型固废综合利

用；培育制造业绿色融合新业态。

加快6G、万兆光网研发力度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赵志国介绍，我

国信息通信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一季度，电信

业务收入达到 4437亿元，同比增长 4.5%，5G手

机出货量达到 5643万部，占同期手机出货量的

83.7%，“5G+工业互联网”项目数超过1万个，移

动互联网流量同比增长14.3%。

赵志国说，将推动信息基础设施优化升级，

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推动 5G 与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融合，加快6G、

万兆光网研发力度，加速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研发应用，开展“人工智能+”行动，持续加快

工业互联网的规模化应用。

推动制造业中试发展取得积极
进展

中试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单忠德

在会上提出系列目标：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中

试发展取得积极进展，重点产业链中试能力基

本全覆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高端化、绿

色化水平显著提升，中试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建

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试平台。

对此，单忠德表示，将提升中试验证能力，

实施制造业中试能力提升工程，科学规划重点

行业的先进中试能力建设，支持布局建设一批

具有较强行业带动力的重大中试项目；建设中

试验证平台，构建中试服务平台体系，搭建应用

场景和试验环境，带动产品研发设计和验证试

验；健全中试发展生态，扩大精密测量仪器、高

端试验设备、设计仿真软件等产品供给，培养复

合型人才队伍和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卓越

工程师。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2023年5月30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

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和核心舱，

在轨驻留 5个月，先后进行 1次出舱活动、1次太空授课，

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应用载荷在轨实（试）验，完成

空间站“三舱三船”构型下的平台管理照料，于2023年10月

31日安全返回。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全面

建成、载人航天工程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的首次载人

飞行任务，首次由航天驾驶员、航天飞行工程师、载荷专家

3种类型航天员共同执行任务，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实现新突破，

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激励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团结拼搏，奋力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新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3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关于给景海鹏颁发“特级航天功勋奖章” 授予朱杨柱、桂海潮
“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

（2024年4月18日）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 王悦阳
张辛欣）记者 18 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

近日印发通知，组织开展第六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培育，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复核工作同时启动。

根据通知，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

组织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初核

推荐。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对各地推荐

企业进行审核并实地抽查，形成并印发第六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我国中小企业量大面广，联系千家万户，支撑

千行百业，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是巩固

壮大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2.4万家，其中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2万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

提质量、优环境、强服务、促融通四方面促进

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出台促进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持续擦亮

“专精特新”金字招牌。

第六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启动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者 杨淑君）
2024 年 4 月 18 日是国家植物园揭牌运营

两周年。记者当日从国家植物园获悉，按照

国家林草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工作部署，

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计划于今年年内开工

建设，预计于2026年正式运营。

据介绍，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位于国家

植物园（北园）西侧，总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 1.1万平方米。遵循“广泛收集、

科学保存、深入研究、永续利用”的方针，国家

植物种质资源库规划收集来自世界范围内的

植物种质资源 7 万种，实现中国珍稀濒危

植物全覆盖。

这一资源库保藏植物资源类型包括植物

种子、试管苗、DNA、植物活植株、花粉和孢子、

植物组织、器官、植物微生物等。计划建设自动

化库、手动库、超低温保存库，种质数据信息

管理区、珍稀濒危植物示范区、科学研究区等

区域，集收集储藏、研究利用、科普展示、国际

交流等功能于一体。

目前，国家植物园已经开展三北地区

植物种质收集工作，对包括紫椴、黄檗等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内的 500余种植物进行

种质收集。收集到的种质资源已经在预备库

中进行规范化管理，计划 2026 年运营时，

第一批种子入库保存。

据悉，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设有展览展示区，

包括室内展厅和室外展示区，将常年对游客

开放。室内展厅将利用先进的智慧化展示

手段，为公众科普“植物与人类生存的关系”

“全球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与危机”“对世界物种

保护展望”等内容。室外展示区将利用植物、园林

小品、科普牌示、雕塑作品，营造优美的景观环境，

成为游客休憩、提升知识的文化休闲场所。

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年内开工建设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 申铖）
着眼于构建务实高效的税收合作机制，推动

建设增长友好型税收环境，中国税务部门

于 2019年首倡发起的“一带一路”税收征管

合作机制至今已满五周年，合作成果丰硕，

为各方架起了一座促进经贸畅通、提升税收

治理能力的“桥梁”。

这是记者从 18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

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五周年特别活动上

了解到的。

五年来，这一合作机制从亚欧大陆延伸

到非洲、大洋洲和拉美，已增至 36个理事会

成员、30个观察员、20个联盟成员、14个合作

方，合作机制“朋友圈”不断发展与壮大。

记者了解到，作为合作机制的重要品牌

活动，“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已成功

举办四届。各方围绕税收征管能力建设、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等主题展开广泛讨论，

累计发布20项成果。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盟课程

体系 1.0 版是合作机制的另一重要成果。

目前，这一联盟已成功举办线上线下培训

90 余期，来自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

名财税官员参与培训。

此外，合作机制官方网站在 2020年上线

运行，目前访问用户已遍布 170多个国家和

地区。

“合作机制是共建国家在税收领域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曾就职于哈萨克斯坦税务

部门的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一秘劳珊·

伊 兹 巴萨罗娃表示，未来，哈萨克斯坦将

继续深度参与合作机制建设，落实合作机制

成果，加速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为构建增长

友好型税收环境贡献力量。

“在合作机制建设历程中，中国税务部门

以合作机制理事会首任主席和成员身份，

坚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互学互鉴，围绕

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和投资自由

便利化目标，全面落实历届论坛达成的系列

共识，为持续实现‘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

机制的美好愿景尽责担当。”中国国家税务

总局国际税务司副司长黄素华表示。

4月15日，参展商和采购商在第135届

广交会中通新能源客车展台交流。

电动载人汽车（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和太阳能电池被称为我国外贸“新三样”。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出口机电产

品当中，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

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06万亿元，

首次突破万亿大关。“新三样”领跑出口，

激发外贸新动能，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届广交会上，“新三样”相关展区“光电锂”

交易持续火爆。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摄

迎来五周年
“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成果丰硕

外贸“新三样”走俏广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