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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联合印发文件
加强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管理

工信部对锂电池行业新规
公开征求意见

张云明会见塔吉克斯坦
工业和新技术部副部长阿齐兹·纳扎尔中国显示企业加速“链接”全球

家电企业业绩再创新高

中国电信在香港首发手机直连卫星业务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记者 卢梦琪

本报讯 为加强电动自行
车行业管理，促进电动自行车企
业规范化发展，提升电动自行车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我国
电动自行车行业高质量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消防救援
局编制了《电动自行车行业规
范 条 件》（以 下 简 称《规 范 条
件》）、《电动自行车行业规范公
告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于4月30日正式印发。

我国是电动自行车生产、消
费大国，社会保有量已达 3.5 亿
辆，2023年规模以上企业累计生
产电动自行车4228万辆，电动自
行车已成为群众短途出行的重
要交通工具。然而，电动自行车
行业还存在着产业集中度不高、
企业创新研发能力弱、质量保
障能力不足等问题，与人民美
好生活需要存在差距。

《规范条件》按照合理布局、
保障质量、创新升级、安全生产
的原则制定，分为企业布局、工
艺装备、产品质量与管理、智能

制造和绿色制造、安全生产、劳
动者权益保障、消费者权益保
障、监督和管理、附则等 9 部分
31 条内容。《管理办法》分为总
则、申请条件、申请审核及公告
程序、监督管理、附则等 5 部分
17条内容。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消
防救援局将依据电动自行车企
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及省级电动自
行车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核意见，
组织专家对企业符合《规范条
件》的情况开展复核，并以公告
形式发布符合《规范条件》的企
业名单；同时，还将组织专家对
进入公告名单的企业进行不定
期抽查，实行动态管理，并引导
全行业学习借鉴已公告企业的
先进经验和有效做法，切实加强
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与标准
化水平、规范自身生产经营行为，
从而充分发挥优秀企业的模范
带头作用，引领和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有力推动电动自行车
行业高质量发展。 （跃 文）

4月18日上午10时，京东方越
南智慧终端二期项目开工仪式在越
南巴地头顿省富美特别工业园举
行。当地的气温早已攀升至 38 摄
氏度，开工现场也是一片热火朝天
的景象。越南语、汉语与英语三种
语言在记者耳边萦绕，会场外一辆
辆崭新的挖掘机与拉土机挂上了象
征喜悦的红色绸缎花球。

京东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陈炎顺在开工仪式上表示，京东
方未来将依托越南二期项目不断强
化产业全球布局，为全球客户提供
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不出海，就出局。在全球化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中国显示企业像京
东方一样踊跃出海，参与到全球竞
争的格局中。TCL华星、惠科、维信
诺将经营的触角延伸至南亚、东南
亚，乃至美国，利用全球市场资源配
置提升全球竞争力，在增强自身全
球化经营能力的同时，也推动了我国
显示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的跃升。

有助于完善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设

完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正
逐渐成为中国显示企业的必修课。

基于劳动力成本、关税便利等因素，建
设模组、组装工厂成为中国显示企业
落子海外的第一选择。

“京东方越南智慧终端二期项目
就是京东方坚持全球化发展的证明。”
陈炎顺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该项
目总投资2.89亿美元，预计2025年可
以实现量产，致力于打造年产 300 万

台电视机终端、700 万台显示器终
端，以及 4000 万张电子纸终端的智
能工厂，以强化京东方智能制造的全
球化布局，将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具竞
争力的终端产品。

另一家中国显示企业惠科，也在
越南投资建设了屏幕和电视机组装
工厂。重庆惠科金渝光电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惠科金渝”）关务物
流处负责人刘晓虎介绍说，惠科金
渝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竞争，生产的
液晶面板出口到越南、巴西、墨西哥
等国，在当地完成电视、显示器、手机
等产品的组装工作。目前，惠科金渝
主要为三星、LG、康佳、长虹等电视品牌
的海外基 地 供 货 。 （下转第6版）

图为图为TCLTCL华星首家海外工厂华星首家海外工厂——印度华星工厂生产现场印度华星工厂生产现场

近日，家电企业亮出2023年和
2024 年第一季度成绩单。美的集
团、海尔智家、格力电器、海信家电
等头部企业均实现营收、利润双增，
且利润均实现双位数增长。综合来
看，美的整体规模领先，海尔、格力
的利润增长较为突出，海信家电营
收增速领跑。

2024年是“消费促进年”，家电
消费政策推高市场期待。业内人士
认为，家电企业逐浪“换新”趋势，并
在海外市场进行高质量布局，有望
在新的增长周期再创佳绩。

第一季度

利润大幅增长

2023年，我国家电产业取得不
错的发展。主要家电企业营收和利

润分别实现不同程度的增长。2024
年第一季度，我国家电市场延续了
2023年的良好态势，在慢增长周期下
实现了超预期发展。奥维云网数据显
示，2024 年第一季度，我国家电市场
零售额为1799亿元，同比增长6.8%。

头部企业业绩再创新高，营收、利
润取得双增长。据各企业财报，美的集
团实现营收为 1065 亿元，同比增长
10%，净利润同比增长12%；海尔智家
实现营收为 689.78 亿元，同比增长
6.01%，净利润同比增长20.16%；格力
电器实现营收为363.64亿元，同比增
长2.56%，净利润同比增长13.77%；海
信家电实现营收为234.86亿元，同比
增长20.87%，净利润同比增长59.48%。

家电市场热度上涨，以空调品类
为例，2023 年市场增速达到 21%，自
2024年年初以来渠道备货情绪较高，
排产、出货数据均表现亮眼。据产业
在线数据，2024 年第一季度，空调整
体内销出货量同比增长17%。其中，

海尔空调收入增长均超10%，格力空
调内销排产同比增长 14.36%，海信
空调内销出货量同比增长30.2%，跑
赢行业。冰箱品类也表现出了相似
的趋势，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24年
第一季度冰箱市场全渠道零售额达
294亿元，同比增长9.2%。

记者从海尔智家财报获悉，今年
第一季度，其国内市场收入同比增长
8.1%，其中家用空调、水产业、厨电、
智慧楼宇等收入增速均超过10%，卡
萨帝品牌第一季度收入增长 14%。
受益于数字化转型深入，海尔运营效
率不断提升，中国市场经营利润同比
增长超过30%。

美的集团智能家居业务收入同
比提升11%，毛利率同比提升超3个
百分点。毛利率的提升除了受原材
料、成本下降等因素影响，也与产品
结构持续优化有关。

奥维云网助理总裁兼海外事业
部副总经理赵梅梅向记者表示，家电

企业的增长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经
济增长，消费复苏，以及国内市场高
端化、场景化、智能化等趋势的拉动，
另一方面是企业经营提效、产品结构
优化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中国电子报》记者在采访中获
悉，虽然家电企业第一季度营收较好，
但从长远来看，家电市场需求整体处
于恢复过程。第一季度利润增幅较大，
但部分公司的营销费用持续上行，高
端化品牌运营对营销依赖程度较大，
未来上述两者的关系还需平衡。

海外市场

高质量布局

在海外需求回暖、海外库存回
落、海运价格降低及同期海外市场收
入基数较低等因素的影响下，2023
年家电海外市场需求明显好转。

（下转第6版）

本报讯 5月8日，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张云明在北京会见
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副部
长阿齐兹·纳扎尔，就加强双方工
业领域合作进行交流。

张云明表示，在两国元首的
战略引领下，中塔产业合作实现
跨越式发展。中方愿按照两国领
导人为新时代中塔关系发展擘画
的蓝图，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新能源汽车、工业绿色低碳发展

等领域合作，为构建中塔命运共
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纳扎尔表示，塔中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
进了两国共同发展，希望继续加
强与中方沟通协调，借鉴中国发
展经验，持续推进对华合作，推
动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高水
平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
责人参加会见。 （耀 文）

本报讯 记者张琪玮报道：5
月 8 日，中国电信在香港举办手机
直连卫星业务落地发布会，正式宣
告以天通卫星系统为依托的手机直
连卫星业务落地香港。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
中心主任陈立东表示，手机直连卫
星业务在香港实现运营，对于开展
抢险救灾、海上救援等应急通信，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辐射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都将
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唐珂表示，
中国电信已完成手机直连卫星业务
在香港的技术验证、网络测试和系
统打通等工作，并且在香港特区政
府的支持下获得了运营许可，具备
了面向香港客户提供手机直连卫星
业务服务的能力。据了解，手机直
连卫星业务落地后，中国电信用户

无须换卡和换号就可以享受天地一
体融合通信服务，其在蜂窝通信盲
区对卫星移动通信的刚性需求得到
充分满足。

记者从中国电信了解到，中国
电信充分发挥天通卫星业务的差异
化优势，实现全球首发手机直连卫
星业务的攻关，并不断拓宽“天通
S+”产品应用边界，目前已形成一
条含芯片设计、终端制造、系统建
设、应用开发的自主可控、完备完
整的卫星移动通信产业链，广泛应
用于应急、消防、公安、海洋、边
防等领域。

行业研究机构指出，手机直连
卫星业务将是卫星互联网的下一个
竞争焦点。据悉，中国电信已完成
低轨卫星通信天线及 AiP 模组的研
发，北斗卫星高精度定位天线已经
量产。

本报讯 记者张维佳报道：
记者5月8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
官网获悉，为进一步加强锂离子
电池行业管理，促进行业高质量
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
司对《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
（2021 年本）》《锂离子电池行业
规范公告管理办法（2021年本）》
进行修订，形成《锂电池行业规
范条件（2024 年本）》（征求意见
稿）（以下简称《规范条件》）、《锂
电 池 行 业 规 范 公 告 管 理 办 法
（2024年本）》（征求意见稿）。

近年来，我国锂电池产业发
展迅速。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
示，2023 年，我国锂电池总产量
超过940GWh，同比增长25%，行
业总产值超过1.4万亿元。今年
1—2月，我国锂电池产业延续增
长态势，总产量超过117GWh，同
比增长15%。记者与修订前的版
本对比发现，《规范条件》对锂电
池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提
升提出更高要求，对电池能量密
度、功率密度、循环寿命等性能指
标设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

《规范条件》提出，引导企业
减少单纯扩大产能的制造项目，
加强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降
低生产成本；锂电池企业应具有
锂电池行业相关产品的独立生
产、销售和服务能力；每年用于研
发及工艺改进的费用不低于主营
业务收入的3%，鼓励企业取得省
级以上独立研发机构、工程实验

室、技术中心或高新技术企业资
质；鼓励企业创建绿色工厂；鼓
励企业自建或参与联合建设中
试平台；主要产品具有技术发明
专利；申报时上一年度实际产量
不低于同年实际产能的50%。

同时，《规范条件》提高了多
种类型电池的能量密度、功率密
度等指标要求。具体来看，《规范
条件》明确，大动力型锂电池，又
分为能量型和功率型。其中，使
用三元材料（镍钴锰酸锂）的能量
型单体电池能量密度≥230Wh/
kg，电池组能量密度≥165Wh/
kg；使用磷酸铁锂等其他材料的
能 量 型 单 体 电 池 能 量 密 度 ≥
165Wh/kg，电池组能量密度≥
120Wh/kg。功率型单体电池功
率密度≥1500W/kg，电池组功率
密度≥1200W/kg。单体电池循
环寿命≥1500次且容量保持率≥
80%，电池组循环寿命≥1000次且
容量保持率≥80%。而对于储能
型锂电池，单体电池能量密度≥
155Wh/kg，电池组能量密度≥
110Wh/kg。单体电池循环寿命
≥6000次且容量保持率≥80%，电
池组循环寿命≥5000次且容量保
持率≥80%。

此外，《规范条件》强调，锂电
池产品的安全应符合有关强制性
标准要求，并经具有相应资质的
检测机构检验合格。鼓励企业制
定和执行高于国家或行业标准的
产品技术标准或规范。

本报讯 5 月 9 日，海关总署发
布数据，2024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
贸易（下同）进出口总值达13.81万亿
元，同比（下同）增长 5.7%。其中，出
口 7.81 万亿元，增长 4.9%；进口 6 万
亿元，增长6.8%；贸易顺差为1.81万
亿元，收窄0.7%。按美元计价，前4个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 1.94 万亿美
元，增长2.2%。其中，出口为1.1万亿
美元，增长1.5%；进口为8439.1亿美
元，增长3.2%；贸易顺差2556.6亿美
元，收窄3.9%。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前4
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为4.62万亿
元，增长6.9%，占出口总值的59.2%。
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
为4349.2亿元，增长9.7%；集成电路
为 3552.4 亿元，增长 23.5%；手机为
2667.6 亿 元 ，下 降 5.5% ；汽 车 为
2548.5亿元，增长24.9%。

同期，我国进口机电产品为2.12
万亿元，增长11.6%。其中，集成电路为
1680.1亿个，增加14.8%，价值8325亿
元，增长15.9%；汽车为20.8万辆，减少
7.6%，价值832.8亿元，下降17.1%。

此外，前 4 个月，民营企业进出
口为 7.54 万亿元，增长 10.7%，占我
外贸总值的54.6%，比去年同期提升
2.5 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为 5.06 万
亿 元 ，增 长 9% ，占 出 口 总 值 的
64.7% ；进 口 为 2.48 万 亿 元 ，增 长
14.4%，占进口总值的41.4%。国有企
业进出口为 2.21 万亿元，增长 2%，
占我外贸总值的16%。其中，出口为
5960亿元，下降0.7%；进口为1.61万
亿元，增长3%。同期，外商投资企业
进出口为4.02万亿元，下降0.7%，占
我外贸总值的 29.1%。其中，出口为
2.14 万亿元，下降 2.1%；进口为 1.88
万亿元，增长 1.1%。 （路轶晨）

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