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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蹄疾步稳

优 化 首 发 环 境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加 强 政 策 引 领
本报记者 周 琳

近 年 来 ，围 绕 加 快

建 设 具 有 全 球 影 响 力 的

国 际 消 费 中 心 城 市 战 略

目 标 ，上 海 加 快 建 设 国

内 外 品 牌 首 发 、首 秀 、首

展 、首 店 的 集 聚 高 地 ，持

续培育首发经济。近日，2025 全国精品首

发 季 暨“ 首 发 上 海 ”系 列 活 动 日 前 在 上 海

静 安 区 启 动 ，会 上 上 海 推 出“首 发 上 海 3.0

版”政策，推动首发经济多领域、多层次发

展 。 上 海 市 委 副 书 记 、市 长 龚 正 表 示 ，上

海 将 充 分 发 挥 市 场 规 模 大 、消 费 场 景 丰

富 、高 端 要 素 集 聚 等 优 势 ，持 续 培 育 首 发

经 济 ，持 续 建 设 全 球 新 品 首 发 地 ，持 续 打

造 消 费 增 长 新 引 擎 。 去 年 全 年 上 海 举 办

各 类 品 牌 首 发 活 动 近 3000 场 ，新 增 首 店

1269 家，同比增加 28%。

据 了 解 ，“ 首 发 上 海 ”作 为 上 海 今 年

“ 一 节 四 季 ”活 动 的 首 个 重 磅 项 目 ，3 月 到

5 月 将 落 地 一 批 重 磅 首 店 。 作 为“ 首 发 上

海 ”系 列 活 动 的 重 要 组 成 ，一 批 高 能 级 首

展 也 将 陆 续 亮 相 。 意 大 利 品 牌 诺 悠 翩 雅

（Loro Piana）于 3 月 22 日 起 在 上 海 浦 东 美

术馆举办“百年一触，Loro Piana 的世纪之

旅”品牌展览的全球首展。诺悠翩雅中国

区 董 事 总 经 理 郑 建 华 表 示 ：“ 之 所 以 选 择

上海作为全球首展发布地，正是看重上海

这 座 国 际 大 都 市 的 独 特 魅 力 。”中 国 家 用

电器协会副理事长朱军介绍，2025 年中国

家 电 及 消 费 电 子 博 览 会（AWE2025）将 以

“AI 科 技 、AI 生 活 ”为 主 题 ，全 方 位 突 出 展

现 AI 技 术 与 家 电 及 消 费 电 子 深 度 融 合 的

最新创新成果，将通过场景互联体验等方

式 ，实 现 展 销 联 动 ，助 推“ 首 发 上 海 ”品 牌

影响力。

上 海 升 级 推 出 的“ 首 发 上 海 3.0 版 ”政

策，从展会支持、通关便利、财政激励等多

个维度加大扶持力度，进一步优化全球新

品的首发环境，为国内外品牌在上海首发

新 品 提 供 更 优 质 的 服 务 保 障 。 在 制 度 创

新方面，上海将在全国率先试点首发进口

消 费 品 检 验 便 利 化 措 施 ；在 资 金 支 持 方

面，将进一步加大对展会新品首发和高能

级 首 店 落 地 的 扶 持 力 度 ；在 保 障 配 套 方

面 ，上 海 将 优 化 首 发 活 动 的 报 批 报 备 管

理 ，对 符 合 要 求 的 首 发 活 动 实 施“ 一 次 许

可 报 批 ”或“ 一 次 报 备 ”制 度 ，提 高 行 政 审

批效率。

龚正表示，未来，上海将进一步擦亮首

发名片，强化首发联动，优化首发环境，放大

“首发上海”等标志性活动引流效应，吸引更

多高品质、高流量的国内外品牌来沪开设首

店，推动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迈上新

台阶。

近日，两批保税展示

商品运至位于天津港保税

区的王府井全球购天津体

验店，吸引了不少顾客前

来选购。王府井全球购物

流 与 供 应 链 总 监 张 玉 介

绍，顾客在该体验店可实现保税展示商品的

“线下体验，线上下单”，商品在北京天竺综

合保税区完成清关后邮寄至天津的消费者

手中，京津冀地区可实现次日送达。

王府井全球购天津体验店是开展跨关

区保税展示交易业务、推动天津建设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尝试。自去年正式运营

以来，在天津海关的支持下，北京王府井免

税品数字零售有限责任公司全球购平台天

津地区订单量明显提升，开展跨关区保税展

示的商品超 70 个品牌，数量超过 2000 件，涵

盖护肤、彩妆、香氛、洗护等品类。

天津保税区海关空港经济区业务科副科

长刘润达介绍，保税展示交易是指经海关注

册登记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将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内保税货物向海关提供担保后

运至区域外进行展示和销售的经营活动。在

该模式下，企业无需对进口商品在销售之前

办理通关手续、缴纳关税和增值税，降低了企

业的资金占压，节约了经营成本。目前，“王府

井全球购跨关区保税展示业务”已经入选京

津冀自贸试验区协同发展实践案例。

自 2021 年获批成为首批国家培育建设

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来，天津构建了多层

次、多维度的消费发展体系。在政策举措方

面，天津先后出台《天津市培育建设国际消

费 中 心 城 市 实 施 方 案（2021—2025 年）》及

《天津市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动方

案（2023—2027 年）》，提出“到 2025 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5000 亿元，国内外旅游人

数达 3 亿人次”的阶段性目标。

近 5 年来，天津市围绕创新消费场景，加

快推动多元业态融合，开发了海河游船早餐

航班、相声演艺航班、佛罗伦萨小镇、V1 汽车

世界等特色消费场景，鼓励金融机构推出优

惠活动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农业银行天津

分行信用卡中心副总经理陈国芳介绍，该行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开展商户分期免息及满

减优惠活动，降低消费者“换新”成本，重点

围绕家居家电、手机数码、电动自行车等方

面开展消费促进活动，在相关政府部门方案

基础上开展以旧换新叠加信用卡满减活动，

已覆盖天津市 4000 余家门店。

在壮大升级消费产品品牌方面，天津正在

加快推进绢花、地毯、乐器、自行车等制造领域

产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深化“津农精品”

品牌培育工程。同时，擦亮老字号“津”字招牌，

打造品牌集合店，推出更多老字号“天津礼物”。

近期，广州天河路商

圈 正 佳 广 场 正 在 举 办 第

三届“正佳星球超级萌宠

节 ”，活 动 将 持 续 至 6 月

2 日 。 活动举办期间，正

佳 广 场 将 成 为 一 处 融 合

科普、自然、艺术等多元素的全客群商旅文

共享空间。“随着城市发展向高科技领域和

现代服务业转向，商旅文融合经济成为正佳

广场、天河路商圈提升繁荣度的核心抓手，

也是助力广州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

要举措。”广州天河路商会会长、正佳集团副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萌说。

商旅文融合带动的新潮流，吸引游客留

驻，也明显提升了消费热度。据统计，今年

春节假期，天河路商圈客流总量 1104.13 万人

次，销售总额约 7 亿元，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

约 45%，日均订单量同比增长 101.08%。广州

市商务局消费处处长陈瀛介绍，在吸引客

流、提振消费上，广州打出“羊城消费新八

景”城市消费 IP 品牌，形成一批城市消费名

片、集聚更多优质消费资源、打造更多消费

场景，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跨界融合、

全城联动”，推动商旅文体健互相补位、互为

促进、深度融合，实现客流共享、活动共联、

载体共建。

近年来，广州积极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出台《广州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发展规划（2022—2025 年）》，制定《广州市

加 快 培 育 建 设 国 际 消 费 中 心 城 市 实 施 方

案》，在专项领域方面出台《广州市重点商业

功能区发展规划（2020-2035 年）》《关于促进

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全面建设世界旅游目的

地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形成“1+N”的政策体

系。围绕“国际”与“消费”两大核心，广州还

在老字号焕新、“广货”二次创业、消费品以

旧换新、跨境电商、商圈能级提升等方面重

点发力。尤其在跨境电商方面，广州探索推

出跨境电商进出口信息化系统、“微警认证”

系统嵌套使用、跨境电商公共分拨中心、进

口商品溯源“真知码”、退货合并打包监管模

式、“空铁联运”融合通关等六大创新举措，

以“六个率先”重塑“千年商都”商贸生态。

近年来培育和吸引希音、唯品会、Temu 等企

业在穗发展壮大。

陈 瀛 表 示 ，下 一 步 广 州 市 将 聚 焦 汇 聚

全球消费资源，打造全球优质经营主体汇

聚地，发挥广州的营商环境优势，吸引中高

端 消 费 品 牌 跨 国 企 业 在 当 地 设 立 全 球 总

部、地区总部及功能型总部；打造全球优质

商品与服务集聚地，发挥龙头企业对消费

链条的带动作用，吸引中华老字号、国际知

名品牌进驻，持续发力“首店首发”经济；打

造本土商品走向全球的推广地，依托根植

本地的产业集群优势，发挥广交会等大型

展会的辐射宣传作用，向全球推广“广州设

计”“广州制造”的消费品，提升本土品牌影

响力和美誉度。

打 造 消 费 名 片
本报记者 喻 剑

日前，中央网信办公布

了 2025 年“清朗”系列专项

行 动 的 主 要 任 务 ，对 自 媒

体 发 布 不 实 信 息 、短 视 频

领 域 恶 意 营 销 等 8 个 方 面

问 题 进 行 集 中 整 治 。 其

中 ，涉 企 网 络“ 黑 嘴 ”的 治

理备受关注。

近年来，一些针对企业

的 网 络 谣 言 不 断 出 现 。 发

布 者 通 过 制 造 话 题 、炒 作

热 点 、吸 引 流 量 并 从 中 获

利 ，为 此 不 惜 散 布 不 实 信

息 ，干 扰 相 关 企 业 正 常 营

业 ，对 其 造 成 名 誉 和 经 济

利 益 损 失 。 这 些 恶 意 抹 黑

企业的声音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扰乱舆论场，影响十

分恶劣。

网络“黑嘴”伤害企业乱象屡禁不止，重要原因之一

是违法成本较低而维权成本较高。由于网络“黑嘴”隐身

于互联网，涉及主体多、利益链条长、取证举报繁琐等因

素叠加，受害企业维权艰难。对于专注生产经营的企业

来说，选择司法渠道进行维权费时费力，所以很多企业宁

可息事宁人，只求风波尽快平息，客观上助长了网络“黑

嘴”的气焰。

清朗的营商网络环境，是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基

石。为整治涉企谣言等侵权乱象，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

家合法权益，公安部、中央网信办等相关部门对相关违法

犯罪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并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要

进一步打击网络“黑嘴”伤企乱象，维护市场秩序，还需采

取更多有力手段。

以技术手段加强监管和整治。网络“黑嘴”背后，大

多有成熟产业链。需多部门形成合力，以常态化执法机

制，深挖、斩断犯罪链条，铲除滋生谣言的土壤，让那些靠

着“黑嘴”来牟利的人失去生存空间。同时，完善优化网

络谣言监测、预警、应急等机制，确保将谣言的危害降到

最低。

压实网络平台谣言治理责任。平台应坚持“内容属

实”“流量向善”原则，对发布的内容进行严格审核，并提

高算法识别技术，加大真实信息和严肃内容的曝光度，以

正能量压倒“毒流量”，避免恶意抹黑信息的滋生和泛滥，

确保网络空间的风清气正。

加强法治建设。法治是构建良好营商环境的根本保

障。只有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大对造谣行为的

震慑力度，让法律成为维护清朗网络的坚强后盾，才能进

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创业创造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

合力整治网络

﹃
黑嘴

﹄
伤企行为

王

琳

随着新能源装机不断跃升，如何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做好新能源消纳工作备受关注。在近日

举办的第十届中国能源发展与创新大会上，专家

表示，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储

能技术，未来需要研发高性能、低成本、长寿命的

储能电池，推动热储能、氢储能和压缩空气储能等

新型储能技术进步，探索新型储能技术与发电侧、

电网侧、用户侧相结合的不同融合发展模式，以实

现新能源的稳定供应，做到对传统能源的有效

替代。

近年来，我国能源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

能源从“替补能源”转向“主体能源”。2020 年以

来，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连续 5 年达到亿千

瓦级。2024 年新增装机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3.7 亿千瓦，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 86%，成为我

国电力新增装机的主体。

风光资源丰富，分布广泛，但也具有间歇和随

机的弱点。随着风光发电规模增加，新能源消纳

问题不断显现，成为当前新能源发展重要制约。

“过去风光电快速发展是依托在常规能源发电基

础之上，依靠常规能源发电补偿调节而运行的，这

种模式不可持续。”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于彤

表示，今后储能技术、氢能技术将是与风光发电技

术同等重要的新能源技术。

在中国电建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国金看来，不同储能技术的

有效融合可进一步提升储能系统整体性能，带来

更好的经济性。以抽水蓄能与压缩空气储能融合

为例，抽水蓄能作为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大规模储

能技术，具有技术成熟、储能容量大、寿命长等优

势，但存在地理限制问题。压缩空气储能与抽蓄

同属大容量、长寿命长时储能。但压缩空气储能

也存在转换效率低、建设成本高等缺点。通过优

化地下洞室、送出线路等设施的设计，实现抽水蓄

能和压缩空气储能共享使用，可减少重复建设，降

低投资成本。同时，利用抽蓄上水库的水头压力，

使水和空气在同一空间内共存，并通过合理的结

构设计，降低储气规模，构建水气共容定压压缩空

气 储 能 结 构 ，可 有 效 提 高 储 能 效 率 、降 低 压 储

成本。

氢能是更长时间维度的储能技术。朱国金表

示，通过可再生能源离网制氢，可将可再生能源从

“波动性电源”转化为“可储存、可调度”的清洁能

源载体，实现就地消纳，提高新能源消纳比例。同

时，可再生能源制氢不受电网约束，可实现可再生

能源就近消纳，适用于远海岛屿、沙漠、矿区等电

网未覆盖的偏远地区。

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副会长兼氢能分会会长

魏锁认为，我国氢能从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设备

制造、基础设施建设，到生产应用技术开发验证、

项目示范，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效。氢能技术水

平快速提升，成本大幅下降，示范项目顺利推进，

自主可控的氢能供应链基本形成。氢能产业已基

本具备全产业链规模化发展能力，发展氢能有了

技术能力支撑。

发展储能技术的同时，促进能源产业跨界融

合也必不可少。推动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

等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探索“车网互动”模式，实现

交通与能源的协同发展；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开发

智能建筑管理系统，根据室内外环境自动调节能

源消耗；鼓励工业企业建设分布式能源系统，更多

利用新能源制氢产品，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这些都

有助于推动能源转型。

其中，绿色化学将在解决经济、资源、环境三

者间矛盾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韩布兴表示，碳中和

涉及多学科领域，物质转化和能量转换是最核心

的科学问题。绿色化学是化学化工、能源、材料等

领域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实现化学工业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化学与技术的发展将促进

相关学科发展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革。

“绿色化学涵盖无害和可再生原料、绿色溶

剂、绿色催化、高效反应路线、高效清洁化工过程

和绿色产品等内容。”韩布兴介绍，我国有大量的

可收集利用的生物质，每年因使用化石能源利用

产生的二氧化碳约 100 亿吨。同时，我国现存废

弃塑料约 10 亿吨，每年还将产生约 5000 万吨。因

此，通过化学化工技术，将二氧化碳、生物质、废弃

塑料等废物转化为化学品、能源产品和材料，可以

实现变废为宝，具有重要意义。

多元储能技术助力新能源消纳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清 朗 的 营 商 网

络环境，是推动企业

健 康 发 展 的 基 石 。

网络“黑嘴”伤害企

业乱象屡禁不止，重

要原因之一是违法

成本较低而维权成

本较高。应以技术

手段加强监管和整

治，压实网络平台谣

言治理责任，并进一

步 完 善 相 关 法 律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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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支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若干措施》发布，提出八方

面重点任务，支持上海、北京、广州、天津、重庆加快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

设。目前，各城市建设进度如何？结合各自特点推出了哪些举措？

图为重庆立体交通景象。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