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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
据显示，截至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
破1500亿件。
　　17日下午，在国家邮政局中国快递大数据平
台 的 大 屏 幕 上 ， 不 断 滚 动 的 数 字 弹 出 了
“150000000000”的超长字符。这第1500亿件快
件，是极兔速递揽收的一箱花牛苹果，由甘肃天
水发往重庆，一位消费者从拼多多平台下了这
一单。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市场保持繁荣活跃，发展
质效不断提升，加快推进产业升级、拉动生产消
费，为更好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畅通实体经济循环
作出重要贡献。
　　快递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得益于宏观利好政
策驱动。多部门多地区发布扩内需的支持政策，以

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为契
机，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开拓下沉市场，巩固了
当前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带动了快递业务量强
劲增长。与此同时，得益于日益完善的顶层设
计、高效通达的服务网络、智能科技的广泛应
用，快递企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布局
无人车、无人机、智能分拣等先进技术设备，行
业运输转运能力日益增强，网络体系逐步完善，
服务效率和质量也得以有效提升。如今，小到针
头线脑、柴米油盐，大到农机配件、冰箱彩电，
消费者只需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点，快递小哥最
快当天便可送达。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区域发展结构更加均
衡，中西部快递占比持续提升，业务量增速超全国
平均水平。

  随着新需求、新模式、新趋势出现，购物
平台上已出现各式各样的、为消费者提供情绪
价值的虚拟商品或服务，如“情感树洞”“叫
醒哄睡”“失恋安慰”“解压玩具”等，可谓
花样繁多。主打“让自己开心”的情绪消费逐
渐成为当前年轻人消费选择的新趋势。
  所谓情绪消费，即通过购买能带来情绪价
值的商品或服务，满足自己情绪需求的行为，
其主要客体包括但不限于精神陪伴、体验类活
动、兴趣爱好等。具体而言，它可以是一种短
暂的快乐，也可以是某种长期的习惯；可以是
一次即时的情绪宣泄，也可以是在日常生活中
频繁出现的情绪寄托。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
中，很多人面临着学业、工作等多重压力，需

要宣泄压力和释放情绪，而情绪消费或许恰巧
能满足这种需求。
  调查显示，近三成受访年轻人会因为情绪
价值疗愈身心而进行消费。这些情绪消费新业
态的兴起，不仅满足了年轻人对情绪价值的需
求，也推动了消费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在这种
消费行为中，年轻人不仅仅是在购买商品或服
务，更是在寻找一种“情绪舒缓剂”。
  然而作为一种新消费现象，情绪消费在激
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有着一些问题和漏洞，
比如提供不正当服务、不合理收费等。同时，
这类市场也存在较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需
要不断创新和精准定位才能持续吸引消费者。
  在追求情绪满足的过程中，一些消费者可
能会忽视商品的实际价值和自己的经济承受能
力，为了刺激或者快乐而冲动消费，从“为情
绪买单”变成了“为冲动买单”，还可能会出
现个人隐私泄露、消费者权益受损等一系列潜
在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强市场监管，
避免过度营销和虚假宣传。商户或企业也应该
在追求经济利润的同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
品或服务，履行好社会责任。
  总而言之，年轻人要理性消费、切勿盲
目。毕竟，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商品或服务的调
节功能是暂时的，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
是要靠脚踏实地的付出和努力。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别被“情绪消费”左右“消费情绪”

  不开心在网上找个人哄、睡不着连麦
找人唱歌、起不了床订个叫醒服务……随
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压力的增大，情
绪消费逐渐成为年轻群体的新宠。记者调
查发现，如今情绪消费服务项目销量惊
人，但是个人隐私泄露，价格、服务不明
确、不透明等风险和问题存在。
          （据央广网）

“两高”联合发布司法解释
依法惩治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18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依法惩治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犯罪，确保人民法院判决、裁
定依法执行，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其中明
确，判决、裁定生效前隐藏、转移财产的，可以构
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该司法解释规定，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义务
人、担保人等负有执行义务的人，对人民法院的判
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应
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处罚。同时，司法解释列举了“实施以
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他人财产、为他人的债务提
供担保等恶意减损责任财产的行为，致使判决、裁
定无法执行的”等10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
情节严重”的情形，以及“聚众冲击执行现场，致
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等5项“情节特别严重”
的情形。

　　司法解释规定，行为人为逃避执行义务，在诉
讼开始后、裁判生效前实施隐藏、转移财产等行
为，在判决、裁定生效后经查证属实，要求其执行
而拒不执行的，可以认定其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
行，情节严重，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追究刑事
责任。
　　案外人明知负有执行义务的人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与其通谋，协助实
施隐藏、转移财产等拒不执行行为，致使判决、裁
定无法执行的，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
论处。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拒不执行支付赡养费、扶
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判
决、裁定，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在提
起公诉前，履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犯罪情节
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在一审宣告判决前，履
行全部或者部分执行义务，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
依法从轻或者免除处罚。

2023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发展绩效评估结果发布

潍坊综合保税区

位居全国第6位、全省第1位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莲 宋树
云）在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2023年度全国综合保税区
发展绩效评估结果中，潍坊综合保税区居全国171家
综合保税区第6位、全省14家综合保税区第1位。连续
五年获评A类，稳居全国综合保税区第一方阵，持续
巩固全国、全省领先优势。
  据了解，潍坊综合保税区外贸进出口额已由2020
年的不足200亿元跃升至2023年的770.4亿元。今年1至
10月份，全区实现外贸进出口额665.9亿元，同比增长
6.5%，总量、增量均居全市第1位，占全市比重近四
分之一，成为全市开放发展的新引擎。

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同比增长5.5%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财政部18日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前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4981亿
元，同比下降1.3%，扣除去年同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
库抬高基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尾减收等特
殊因素影响后，收入保持平稳增长。从单月数据来
看，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5.5%，
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8%。
　　“可以看到，10月份，财政收入增速达5.5%，单
月增幅继续回升；当月税收收入运行也呈现一些积极
变化，实现年内首次正增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院长杨志勇表示，财政收入数据的变化，体现了经济
运行回升势头增强。
　　分中央和地方看，今年前10个月，中央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82482亿元，同比下降3.9%；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收入102499亿元，同比增长0.9%。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10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221465亿元，同比增长2.7%。分中央和地方看，中
央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32658亿元，同比增长7.9%；地
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8807亿元，同比增长1.8%。
　　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
政资源统筹，加大对基本民生和重点领域的经费保障，
保持财政支出强度。从主要支出科目看，今年前10个
月，教育支出32573亿元，同比增长1.1%；科学技术支出
7421亿元，同比增长1.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4931亿
元，同比增长5.1%；城乡社区支出16462亿元，同比增长
6.6%；农林水支出19967亿元，同比增长10.4%。
　　杨志勇表示，随着增量财政政策进一步落地落
实，完成全年预算目标任务将有更强保障，财政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全国在建和已建成国家级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达74家
  新华社北京11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国家知识产
权局获悉，全国在建和已建成运行的国家级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数量达74家，分布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其中浙江省7家。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日，国家知
识产权局同意绍兴市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
设，未来将面向高端装备制造和绿色化工产业开展知
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
　　绍兴市是浙江省重要城市，高端装备制造和绿色
化工产业2023年产值总和超2000亿元。
　　“在绍兴市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能够
更好助力绍兴市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推动产业
高水平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提升知识产权综合
保护效能提供重要抓手。”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
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