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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广告监管领域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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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服务业稳定器作用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助推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于

今年一季度重回三次产业的首位。目前，服务业回升仍是初步的、恢复性的，

要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提振发展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巩固服务业恢复基础。

王 琪作（新华社发）

推动品牌建设上台阶

惠东坡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5 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为 722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4%。其中，第三产业用电量为 1285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20.9%，明显高于第一产业

16.9%和第二产业 4.1%的增速。

电力数据是反映经济运行的晴雨表。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运行，稳经

济政策措施效应进一步显现，前 5 个月 30

个省份全社会用电量正增长，各产业用电

全面增长。第三产业用电量亮眼，折射出

服务业恢复向好在支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

作用。今年以来，前期受抑制的服务需求

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增长。1 月份至 5 月

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9.1%，

比 1 月份至 4 月份加快 0.7 个百分点。受

“五一”假期效应带动，居民外出就餐、购

物、旅游、住宿明显增多，加之上年基数较

低，接触型、聚集型服务业增长较快。5 月

份 ，住 宿 和 餐 饮 业 生 产 指 数 同 比 增 长

39.5%，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 35.1%。

从非制造业经营活动来看，与大众消

费和数字经济相关的服务业保持良好运行

趋势。5 月份，零售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

月明显上升，保持在 53%以上；餐饮业和住

宿业商务活动指数均在 55%以上；铁路运

输、水上运输、航空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和

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

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 60%以上

高位景气区间。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和

“助推器”。我国服务业擎起国民经济“半

壁江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于今年一季

度重回三次产业的首位。近年来，伴随着

居民收入增长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

居民消费呈现出由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

型的趋势，以“旅文体康养”等为代表的发

展型消费潜力巨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服务业是产业深度融合、供需有机结合的

黏合剂。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稳

固，要把促进服务业恢复放在扩大内需更

加突出的位置，积极推进服务业领域的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

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

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以服务业的提质扩

容促进内需潜力释放。

服务业还是扩大就业的蓄水池。服务

业涉及的行业门类多、牵涉面广、就业弹性

大，能够广泛吸收不同学历层次、不同技能

领域的就业群体，是新增就业和吸收农业、

工业领域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力量。2022

年，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比重达 51.7%，

6 个主要就业行业中有 4 个为服务业，分别

是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 宿 餐 饮 业 、居 民 服 务 修 理 和 其 他 服 务

业。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网约车司机、外卖骑

手、网络主播、电子竞技运营师、民宿管家

等大批服务业领域的新兴职业应运而生，

蓬勃发展的新就业形态吸纳了大量青年劳

动者，在扩大新增就业空间等方面的作用

日益凸显。

当前，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问题不

容忽视，青年人就业压力依然较大，16 岁

至 24 岁青年调查失业率 5 月份进一步走高

至 20.8%。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容量，需

要发挥好服务业这一就业最大“容纳器”的

功能。从今年的情况看，接触型服务业快

速恢复，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等行业

较快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接下来，要继续加强对就业容量大的服务

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稳岗扩岗倾斜支

持，充分发挥平台经济在稳就业促消费中

的作用，提升就业吸纳能力。

服务业与老百姓的吃、穿、住、用、行紧

密相关，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一头连着

民生福祉。目前，服务业的回升仍是初步

的、恢复性的，要着力扩大有效需求，提振

发展信心，稳定市场预期，巩固服务业恢复

基础。近期，山西、甘肃等地纷纷出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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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

商业竞争和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中国品

牌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的重要载

体，当前如何科学优化与完善我国的品牌

建设，成为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近年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

力的中国企业不断涌现，为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和国际形象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经

过持续努力，我国品牌培育、发展、壮大的

促进机制和支持制度更加健全，品牌建设

水平显著提高，企业争创品牌、大众信赖品

牌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品质卓越、特色鲜

明的品牌领军企业持续涌现，形成了一大

批质量过硬、优势明显的中国品牌。此前

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指出，要着力

推动品牌建设，并围绕如何提升品牌建设

综合实力等方面进行了明确部署。

不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中国品牌还

面临着诸多挑战。与中国企业的实力和潜

力相比，中国品牌的国际认知度和美誉度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要多措并举，

积极对接国际先进技术、规则、标准，推动

品牌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首先，以质量促品牌、用品牌强质量。

质量是品牌的内核，一个优质的品牌是建

立在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基础之上的。同

时，品牌是质量的载体。企业要开拓市场、

提升用户黏性、增强盈利能力，一个重要途

径就是对优势品牌的持久性打造。品牌的

含金量提升了，才能进一步推动产品和服

务创新，才能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因此，应

精准把握好品牌和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

注重二者相互联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

性。要通过品牌价值评价体系和品牌发展

长效机制的双重保障，打造具有持久生命

力的产品，积极探索自主品牌建设新路径。

其次，以科创优品牌、用品牌壮科创。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的深入推进，要真正提升中国品牌的国际竞争力与引领力，必

须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对此，要增强企

业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等方面的全流程数字化，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等前沿技术促进产品的更新迭代，不断提升中国品牌的质量优势。

再次，以企业造品牌、用品牌扶企业。企业是提升产品和服务质

量的主体。要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市场需求以及国内外资源优势，优

化布局，明确品牌定位和目标市场，推动其持续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制定中国品牌的国际化发展战略。努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

神，以开放合作的思维，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形成产业链供应链

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协同助力质量提升的良好生态。

最后，以形象“润”品牌、用品牌展形象。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

要对外讲好中国品牌故事。这是提升中国品牌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的需要。通过讲好故事，可以增强中国品牌的认知度和美誉度，赢得

消费者的信任和喜爱。这也是展示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需

要。要用鲜活具体的案例和细节呈现中国品牌在科技创新、质量提

升、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努力和成果，而不是用空泛笼统的概念和原则

来解释中国品牌的发展动力和价值取向。要用多元开放的渠道让各

国受众与中国品牌互动交流，而不是用单一僵化的方式来传播中国

品牌的形象和意义，从而提高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和地位。

日前印发的《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

于扎实做好广告监管领域行风突出问题

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就加强广告监管

领域行风突出问题排查治理进行部署，提

出多方面具体举措，其中包括加强互联网

广告领域治理，紧扣直播带货广告、弹窗

广告、“软文”等加大清理整治力度等。《通

知》指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将行风建

设同广告监管实践有机结合，以行风治理

推动解决广告监管难题，以广告监管工作

成效检视行风建设成果。接下来，有关部

门应持续推进“三品一械”广告审查服务

标准化，规范广告监测工作，强化部门协

同监管，完善广告产业园区管理制度，为

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提供清晰指引。

（时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