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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国民经济顶住压力稳定增长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国家统计局19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面对外部冲击影响加
大、内部困难挑战叠加的复杂局面，我国经济顶住
压力稳定增长，延续向新向好发展态势。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
业增势较好。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6.1%。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分别快于全
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7和3.9个百分点。
　　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4月
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分行业
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分
别增长10.4%、8.9%、6.8%、6.1%，分别快于服务业
生产指数4.4、2.9、0.8、0.1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稳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
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174亿元，同比增长
5.1%、环比增长0.24%。1至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147024亿元，同比增长4%；扣除房

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货物进出口持续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4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8391亿元，同比增长5.6%。
其中，出口增长9.3%，进口增长0.8%。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消费价格同比略降。
1至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
年同期持平。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
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4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下降0.1%，环比上涨0.1%。
　　“总的来看，4月份，外部冲击影响加大，但宏观
政策协同发力，主要指标平稳较快增长，国民经济延
续向新向好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
济综合统计司司长付凌晖在19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
发布会上说，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
较多，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还需进一步稳固。
　　付凌晖表示，下阶段，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
事，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就业、
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看着像老干妈，包装上的名字却是‘陶
碧华’”“远看是金典牛奶，近看却是全典牛
奶”……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自己踩过
的坑。眼下，直播间、线上购物、外卖平台成
为山寨食品的温床。
  一方面，山寨食品精准抓住消费者的心理
弱点：对品牌认知的惯性、对价格敏感的偏好
以及对商品细节的忽视。电商平台算法推荐机
制的漏洞，为仿冒品提供了流量入口，同时线
下零食店则利用“新潮”包装吸引年轻群体，
将低质低价伪装成“性价比”。另一方面，监
管体系在新型销售渠道中的滞后性愈发凸显，
产品跨区域生产销售的溯源困难、平台责任界
定模糊、基层执法力量不足，为山寨食品编织

了一张“灰色生存网”。
  山寨食品是一种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侵权
产品”。虽然部分生产商在法律层面拥有完整手
续，是经过独立注册的合法企业，但本质上侵犯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用“合法外衣”掩盖产品潜在
问题。部分山寨食品存在质量隐患，卫生标准不
达标、添加剂超标等问题，无异于将消费者健康
置于风险之中。此外，从长远看，这会导致市场陷
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
　　打击山寨食品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
破解这一困局，需多方协同构建起“防火
墙”。监管部门应升级技术手段，利用大数据追
踪生产链条，建立跨平台联合惩戒机制，将“抽查
式”执法转向“全网覆盖”治理。电商平台与外卖
平台需强化审核责任，加强仿冒品筛查力度，切
断流量与销售渠道。消费者则应提升辨识能力，
警惕“低价高仿”陷阱，通过投诉维权形成监
督合力。与此同时，正品企业需主动出击，通
过包装升级、溯源二维码等技术手段增强防伪
壁垒，以科技“护城河”抵御山寨侵蚀。
  唯有以技术为盾、以监管为剑、以共识为
基，方能驱散山寨食品的阴影，让市场回归清
朗，让消费者安心选择，确保广大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本报评论员 于哲

打击山寨食品还需久久为功

  如今，山寨食品的“势力范围”早已
突破传统农村市场的局限，凭借与正品高
度相似的包装、极具迷惑性的名称以及低
廉的价格，悄然潜入监管薄弱地带，在网
购、外卖等平台以及一些线下零食店等渠
道频频“冒头”。  （据《半月谈》）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财政部了
解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九部门（单位）联
合印发通知称，在充分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决
定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
　　为推动解决各类电子凭证接收难、报销难、入
账难等问题，2022年以来，财政部等部门（单位）
联合组织开展了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试点工作，
通过试点充分验证了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的科学
性、规范性、有效性，打通了电子凭证报销入账归
档“最后一公里”。
　　此次印发的通知明确，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的工作原则，推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在全国范围
内广泛应用，有效提升全社会会计信息化建设水平。
　　据了解，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为电子凭证会
计信息化处理提供了统一的技术规范和结构化数据
标准，支持包含结构化数据的电子凭证用于接收、
报销、入账、归档等全流程各环节。
　　根据通知，对于已参与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
试点工作的开具端单位，应进一步提升相关电子凭

证开具（分发）能力，有效夯实推广应用工作基
础；对于已参与试点并完成电子凭证全流程处理的
接收端单位，应巩固试点成果，拓展全流程处理能
力覆盖的外部电子凭证种类，推进单位内部凭证电
子化和结构化；对于已参与试点、但未完成所有会
计主体实现电子凭证全流程处理的接收端单位，应
继续加大推广应用力度，推进单位整体全面应用电
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对于未参与试点的单位，在
具备条件的基础上，可充分借鉴试点先行经验，稳
步推进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在本单位的应用。
　　目前，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推广应用版）
已通过财政部官网公开。
　　财政部会计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各单位在评估
单位自身会计信息化水平及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根
据单位实际业务情况，明确应用的电子凭证范围，参
考试点工作经验，梳理单位涉及电子凭证全流程处
理的相关系统（如报销、档案等信息系统），开展系统
改造，实现电子凭证的接收、报销、入账、归档等全流
程无纸化处理，推动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应用。

电子凭证会计数据标准推广至全国

九部门发文加快推进

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19日获悉，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财政
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
局、中国科协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科技服务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旨在壮大服务主体，优
化发展生态，提升服务能力，实现规模增长和质效提
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有力支撑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科技服务业是连接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的重要桥
梁。实施意见提出，要推动科技服务业全面发展，围绕
研究开发、技术转移转化、企业孵化、技术推广等重点
领域进行全面部署，明确发展任务。要加快转型升级，
强化科技服务创新，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推
广应用先进绿色技术，促进与三次产业深度融合，推动
科技服务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实施意见明确，要引导科技服务机构专业化、市场
化、平台化发展；优化技术市场政策环境，建设国家统
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引导科技服务机构牢固树立质
量第一的意识，推广应用先进质量管理和方法；加强标
准体系建设，加快研制一批重点领域标准；加强人才培
养基地建设，健全技术经理人的引进、培养、使用、激励
机制；建设科技服务业创新发展集聚区等。
　　此外，实施意见要求加强统筹协调，健全部际协
同、央地协作、区域合作的工作机制，创新体制机
制，加大政策支持，加强统计监测，深化开放合作，
着力提升科技服务业发展环境。

1至4月国家铁路

发送货物12.99亿吨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记者19日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
送货物12.99亿吨，同比增长3.6%；日均装车18万车，
同比增长4.7%，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国民经
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国铁集团货运部负责人表示，铁路部门用足用好
大秦、唐包、瓦日、浩吉等主要货运通道能力，持续
抓好疆煤外运，全力保障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货源。1
至4月，国家铁路发送煤炭6.72亿吨，其中，电煤4.64
亿吨，铁路直供电厂存煤保持较高水平，矿建材料、
冶炼物资运量同比分别增长29.3%、10.7%。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与航运企业扩大合作，开发
多式联运“一单制”产品119个，压缩运输时限，降
低全程物流费用。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铁水联
运集装箱货物538.1万标箱，同比增长19.1%。
　　跨境货物运输方面，1至4月，中欧班列保持稳定
开行，中亚班列累计开行4725列，同比增长21%；中
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货物197.6万吨，同比增长7.6%，
有力促进了国际经贸往来。

一季度减税降费

及退税超4000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国家税务总局19日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现行支持科技创
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达4241
亿元。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在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等
多方面措施综合作用下，我国科技创新与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加快推进。一是创新动能增势向好。今年前4
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3.9%；全国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3.6%；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同比增长9.7%，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金额
同比增长9.4%。二是制造业稳步增长。今年前4个
月，制造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7%。其中，装备
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
比分别增长9.4%、12.6%和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