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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门印
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公共领域车辆
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商务部明确引导
各地在牌照、充电、通行等各个方面，进一
步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继续扩大二
手车流通，加快建设完善全国性的二手车
信息查询平台……连日来，鼓励和支持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不断推出。

新能源汽车既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大势
所趋、新动能的重要支撑点，也是稳工业、
稳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
秘书长陈士华认为，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
逐步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政策持续加
力有助于产业克服多因素影响，保持稳健
发展势头，巩固优势地位。

走进 4S 店，新能源车摆在“黄金展
位”，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企业车间里，自动
化生产设备忙碌作业；工厂外，一辆辆新车
驶上滚装船，走向海外市场。

近年来，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
速。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统计，2022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705.8 万
辆和 688.7 万辆，产销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90％。海关总署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67.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尽管 2023年 1月，受购车优惠政策提
前透支需求、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国内新
能源汽车市场表现有所回落，但从长期看，
产业仍保持较强发展势头。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汽车
是汽车市场的重要拉动力，是稳工业的重
点行业，稳大盘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扩大
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实施新能源汽车领
跑强基工程，扎实锻造新优势。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日前联
合深圳银保监局等四部门印发《深圳金融支
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 12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完善深圳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金融生态；浙江不久前
印发《浙江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行
动方案》，要求通过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相关
企业的供应链金融支持，优化动力电池产
能布局等方式，提升整车规模和竞争力、全
产业链条供给能力和特色优势零部件产业
竞争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中国车
用操作系统开源计划，推动产业形成协同创
新合力……从完善金融生态、提升产业链效
率到推进技术攻关，相关部门、协会和地方
纷纷出台举措，护航产业发展。

在浙江宁波的领克汽车余姚工厂，4个

车间并行作业，千台智能设备高速运转。
领克汽车余姚工厂制造副总监陈关刘说，
将加快产业链协同，不断提升自动化智能
化生产水平。

1月中旬，赛力斯新能源车型 SERES5
亮相比利时布鲁塞尔车展，新车订单超过2
万台。赛力斯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企业
形成了高性能纯电驱动技术和智能增程电
驱技术，推出电动汽车及三电产品，在欧洲
的市场基础逐步稳固。

车企深耕产业链、聚焦关键技术，努力
打造核心优势。业内的一系列实践不断完
善和优化产业发展的环境。

今年春节假期，蔚来充电桩累计服务
订单数超过 90万，在高速公路换电站免费
为车主换电 37万次，对充换电模式持续优
化与探索，努力化解车主的“电量焦虑”。

国家能源局不久前发布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达到520万
台，同比增长近100％。

充电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换电模式也
在推进。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
有16万余家新能源汽车换电相关企业。其
中，2022年新增注册企业6.8万余家。

工信部表示，将推动建成适度超前、布

局均衡、智能高效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
建立健全适应新能源汽车创新发展的智能
交通系统、绿色能源供给系统、新型信息通
信网络体系，实现新能源汽车与电网高效
互动，与交通、通信等领域融合发展。

但也要看到，特斯拉大幅降价，奔驰、宝
马、奥迪等传统车企不断推出新能源车型，也
让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面临更严峻的市场竞
争。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盈利能力、自
主创新能力以及综合竞争力都需要进一步加
强。与此同时，也要警惕整车和动力电池结
构性产能过剩风险，进一步做好国内锂资源
的适度开发，推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对此，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表示，将进
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政策供给，优化发展环
境，编制好汽车产业绿色发展路线图，保障好
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加快制定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健全回收利用体系。

“我们将研究明确新能源汽车后续支
持政策，深入推进换电模式应用和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发挥龙头企业和国家制造业
创新中心作用，加快新体系电池、车规级芯
片、车用操作系统等技术攻关和产业化，为
产业发展添薪续力。”田玉龙说。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政策持续加力
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护航

新华社记者 王聿昊 张辛欣

今年 1 月份我国
吸收外资超千亿元

同比增长14.5％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 谢希瑶）商务部 20日发布

数据显示，2023 年 1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1276.9 亿
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5％；折合 19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

从行业看，2023年 1月，我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
增长40.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2.8％，其中
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74.5％，高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59.6％；从区域分布看，同期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
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3.4％、25.9％和 21.6％。

北交所股票做市
交易业务启动

首日做市商买卖成交逾2400万元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 姚均芳）北京证券交易所

20日正式启动股票做市交易业务。记者从北交所获悉，首日
做市商买卖成交合计2476.03万元，22只北证 50成份股做市
成交1928.19万元，占比77.87％。

北交所统计显示，业务首日，开展做市业务的股票成交金额
较上周日均增长7.37％，价格平均上涨1.66％，运行总体平稳。

北交所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北交所股票做市交易业务
的启动，对北交所市场流动性的提升起到积极效应。一是为
市场带来增量资金，做市股票成交金额放大。二是促进了流
动性指标的改善。三是做市成交向北证50成份股聚拢。

据悉，首批共有 13家券商参与北交所股票做市交易，共
涉及做市标的股票36只，其中22只股票为北证50成份股。

中信证券权益投资部北交所做市负责人张剑霞说：“做市
商的引入有助于提升北交所市场的报价厚度和深度，促进买
卖双方成交，同时在市场出现大幅震荡时可以平抑股价波动，
使股价变动更加平滑有序。”

据了解，此次做市交易业务上线后，北交所后续将继续完
善做市交易方式。北交所有关人士介绍，下一步将积极推动
北交所做市商资质扩容，尽可能纳入更多具备一定做市经验、
做市表现和风控水平较好的新三板做市商。同时，适时完善
包括借券做市在内的配套业务制度，允许做市商通过向上市
公司股东借券的方式开展做市业务。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
普查发现163个新物种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 田晓航）“传承精华 守正
创新——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专家创新大讲
堂 19日至 20日在京举行。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第四次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丰硕，初步统计发现新物种163个，为现
代中药的创新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关系国
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
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在大讲堂做特邀报告时表示，2011年
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
查，产出一系列成果。

据介绍，基于普查获取的实物和数据资料，科研人员发
现了一批新物种和新药源，并对祖国的传统医药有了新的认
识，在传承古代本草精华的基础上有了创新性应用和发展。
例如，普查期间在西藏发现了苦枸杞，而现在食用的枸杞大
多味甜，研究发现其性味经历了由苦、微寒逐渐演变为甘平
的变迁。

同时，科研人员针对省域、县域、大河大川等范围的中药
资源进行专题研究，形成一批特色成果。黄璐琦举例说，《新
资源的发现及功效研究》中对普查中发现的79个新物种的研
究显示，60％的新物种具有潜在药用价值；由多位植物学专
家和药学家参与筛选汇集而成的《中国药用植物红皮书》收录
我国 464种濒危药用植物，对其中 151个代表种进行了科学
和系统描述，并提出了保护建议。

在摸清我国中药资源家底基础上，普查还推动了构建中
药资源动态监测体系、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
库建设。

据悉，本次大讲堂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承办。来自中医药领域的
院士、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等代表进行了学术交
流，共4万余人以线下和线上方式参会。

河南淮河流域重点
平原洼地治理开工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国

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河南省淮河流域重点
平原洼地治理工程20日正式开工。

本项治理工程地处河南省淮河流域平原地区和国
家核心粮食产区，地势平缓低洼，河道多年未进行过治
理，现状淤积严重，泄流能力不足；配套建筑物标准偏
低，且年久失修，致使区域内洪涝灾害严重。

工程治理范围包括沿淮洼地、洪汝河洼地、沙颍
河洼地和惠济河洼地四大片，共治理 117 条干支排
水河道，涉及河南省 25个县区、耕地面积 1035.55 万
亩。建设任务以面上除涝为主，兼顾防洪和水资源
利用。

此项工程总投资 39.62 亿元。工程实施后，可全
面提高治理区的防洪排涝能力，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
件和生态环境，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科创中国”金融伙伴
计划助企业贷款融资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 温竞华）在中国科协20日

举行的2023“科创中国”年度会议上，“科创中国”金融伙伴计
划正式启动。10余家商业银行、投资机构、证券交易所、财税
金融智库等金融伙伴将依托“科创中国”平台为科创型企业提
供专属金融产品和综合金融服务，共建创新创业金融服务平
台，支持优质科创企业贷款融资。

记者从计划启动仪式上了解到，为推进“科技—产业—
金融”良性循环，增加金融产品服务供给，该计划将深化科
技界与金融界合作，引导金融伙伴优化科创资金投向；建立
科技专家智库，合作发布产业创新动态目录；探索建立科创
企业估值体系，助力科创企业融资增信。同时，催化产业创
新要素融合，精准助力金融合作伙伴资源下沉产业一线；设
立“科创中国”创投基金，吸引和促进科技工作者开展成果转
化、创业兴业。

首批合作的金融伙伴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北京证券
交易所、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国投集团、国新控股、中国诚
通、中国能建、中国华能、国科嘉和、北京金融街研究院等
10余家机构、企业和单位。首批 8个合作事项在启动仪式
上发布。

据中国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科创中国”平台
将围绕地方产业发展和创新创业需求，征集一批实力雄
厚、专注科创的金融伙伴，推动一批优质科技项目转化落
地，打造一批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的合作模式，助力构建实
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
业体系。

“科创中国”是中国科协促进科技经济融合、助力国家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所打造的工作品牌，自 2020年启动建设以
来，65个“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和园区已覆盖31个省区市。

打“农产品”幌子开“方子”
——网络直播间“行医”乱象调查

标着“初级
农产品”的药材，
被直播间夸大为
能治多种疾病的

“神药”；身着白
大褂的老人，配
合着主播在一旁
称药、打包；将医
疗词汇拆分重组
成 新 型 营 销 话
术，以躲避违禁
词审查。近期，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养生类账号
活跃在网络直播
平台，违反国家
规定暗中或违法

“行医”，真假难
辨，扰乱市场秩
序，给消费者和
患者带来危害。

黄河内蒙古段
进入开河期

新华社呼和浩特2月20日电（记者 王靖）记者从
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获悉，20日上午 8时，黄河开河
断面通过宁蒙交界（右岸）苦水沟 1公里处，标志着黄
河内蒙古河段进入开河期。

据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介绍，黄河内蒙古段此轮
封河呈现首凌时间偏晚、封河速度快、封河平稳等特
点。2022年 11月 29日，黄河三湖河口以下全线流凌，
首凌日期较常年偏晚9天。11月 30日，三湖河口水文
断面附近出现首封，封河长度 15公里，首封日期较常
年偏早 3天，而首凌至首封仅为 1天，为历史最短。至
2023 年 1月 2日，受前期冷空气影响，黄河内蒙古段
720公里全线快速封河，封河用时 34天。黄河内蒙古
段封河平稳，封河期没有出现大的险情，封河水位低，
流量偏小，平均冰厚为0.572米。2月 20日，黄河开河
进入内蒙古境内。

记者了解到，为做好此次开河期防凌工作，内蒙古
自治区水利厅要求沿黄各地修订黄河滩区居民“一村
一策”防凌预案，落实“叫应”机制；加强凌情监测和巡
查防守，重点风险点驻点盯防，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
送等工作。2月 20日，内蒙古自治区水利厅派出技术
组进驻包头市防凌前线指挥部，积极做好防凌工作，确
保黄河内蒙古段安全稳定开河。

企业跨境数据流动
安全合规白皮书发布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 高亢）中国移动 20
日在京发布了《企业跨境数据流动安全合规白皮书
（2023）》。白皮书涵盖数据出境管理政策背景和完整
的数据治理方法论，旨在为有“出海”需求的企业和社
会组织提供相关知识和实操指导。

中国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魏晨光表
示，数据的开放与流动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数
据安全保障已成为关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商业
利益及个人利益的重要问题。当前，企业跨境数据
流动面临“规则异”“识别难”“风险高”等挑战，为企
业在跨境数据流动实践层面带来安全与效益难以平
衡的困难。

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数字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高宇
宁认为，数字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促进跨境数据流动
高速增长，既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分工和活力，也为现
行监管体系带来全新挑战。

白皮书系统分析了企业跨境数据流动典型场景，
提出以“管理体系、技术体系与运营体系协同发展”为
核心的企业跨境数据流动安全合规指导方案。据白皮
书预测，未来五年，企业跨境数据流动将迎来监管规则
的行业化特征日趋凸显、相关技术日趋成熟并广泛应
用、企业合规体系建设由“合规性驱动”转向“业务价值
驱动”等趋势。

暗中开“中药方”功效存疑

记者在某直播平台看到，主播举着
一袋名为“散结汤”的产品介绍道：“家人
们，只要你身上有囊什么肿、息什么肉，
疙里疙瘩、鼓里鼓包，不管在甲上的、肺
上的、前胸的、后背的、胳肢窝的、四肢
的，通通都可以把咱们的汤汤喝上，拍
2号链接6大包30次。”

其间有多位网友描述自己的症
状，虽然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经过主
播的“诊断”后，都推荐了同一款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记者发现，主
播提及的“囊什么肿”等“奇怪”的词汇，
实际上都是医药类术语：囊肿、息肉、结
节、甲状腺、汤药等，之所以这样说，目
的是为了躲避平台的违禁词审查。

而在该款“散结汤”的详情页中，中
差评达到数百条，有消费者写道：“喝了
一段时间，啥效果也没有，病情严重的
千万别乱买”“在药房里买同样的东西，
比这里便宜好几倍”“打开一包，还混杂
着一根生锈的钉子”……

在另一个数百人的同类型直播间，
主播不断重复着产品的“万能”功效：额
头热热的、嗓子咳咳的、阿嚏阿嚏的，全
家人都能喝，放心喝，这款已经卖出 8
万多单了。当记者提问“不需要医生把
脉诊断，就能直接开方子吗”，随即显示
已被对方拉黑并“踢”出直播间。

而在一个名为“某某堂养生”的直
播间，除了主播之外，还有一位穿着白大

褂的老人一言不发地称药、打包。主播
表示，自己跟着这位老前辈在线下做了7
年的“姨妈汤”，专注于女性健康，有淤淤、
堵堵各种问题的，先拍个10包带回去。

当网友在公屏上提问“是中药配方
吗？”“老前辈是医生吗？”主播马上回应
说，虽然写着“初级农产品”，确实是“中
中”配方，这位老师也是“医医”“doc-
tor”，是有证的，但是不能给你们看，要
被封号的。

消费者还发现，在多款热销中药
类产品的评价中，充斥着不同账号上
传的相同评价和配图；还有部分商家
通过添加患者微信，引导至第三方平
台进行交易，以谋求更多不正当利益。

监管不足带来多重隐患

当前直播平台“开药方”、售卖中药材
存在违规行为，同时暴露了监管审查方面
的漏洞，不利于中医药市场的健康发展。

——用“农产品”“食品”等替换概
念蒙混过关。记者调查发现，此类直播
间所售卖中药产品的营业执照上，大多
都有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
工等关键词，以此规避更为严格的药品
类资格审查。一位店铺商家表示，直播
平台不能直接卖药，直播间里也不允许
随意讲医药类相关的词汇和产品，因此

将药品的概念和功效转移到日常用品
或者食品上面，就更容易在平台过审。

——违规直播卖药，夸大治疗效
果。2022年 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
《2022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
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严肃查
处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之
便直播带货。“医生直播带货是违规行
为，假借医生之名直播行医卖药更是违
法行为。”山西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兰

贵说，直播间卖药号称“一人一方”，实
则“千人一方”，盲目吃药对身体有很大
危害，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治疗方法也
不同，需要辨清寒热、对症下药。

——平台监管缺位，资质把关不严。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直播平台规定，
禁止发布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包括国产、
国外药品，但对于商家有意偷换概念、挂
羊头卖狗肉等行为，平台监管并不严，存
在一定的监管漏洞，导致更多不法商家和
个人有了可乘之机。

需多方合力治理直播“行医”

直播平台监管不到位，商家打“擦边
球”躲避审查，患者病急乱投医，多种因
素导致了互联网直播间里的“行医”乱
象，其治理也需要多方合力。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
监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 2022 年
发布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
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按照经过批准
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经营，未取得药
品零售资质的，不得向个人销售药品。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耿
晔强说，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电商

类平台应切实履行监管职责，面对不
断变种的违规行为，审查过程要更加
细致全面，并对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违法行为跟进查处，
营造良好的网络营商环境。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和行
业协会要结合网络销售新形势新特点，
更有针对性地完善监管措施，执法部门
要加强对不法企业及从业人员的打击
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维护公众身心健
康和消费者权益。

受访专家表示，虽然网络购物已经

成为很多人的消费习惯，但药品是特
殊商品，消费者和患者要优先选择线
下就医和实体药店。确需网络购药
时，要格外擦亮眼睛，查看网上药店
是否具备药品交易服务相关资质。

胡兰贵认为，还要进一步规范医护
人员直播等自媒体行为，引导医护人员
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宣传相关医学健康
知识，对患者和公众进行健康指导，这
既符合大众的需求，也是医疗工作者价
值的体现。

新华社太原2月20日电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