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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过剩论”实为贸易保护老调重弹
近段时间，美西方频频炒作所谓

“中国产能过剩论”，企图歪曲抹黑中

国与世界的经贸联系。然而，无论是

从市场供需规律来看，还是从全球产

业 实 际 分 析 ，都 无 法 得 出 相 关 结 论 。

所谓的“中国产能过剩论”，不过是美

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托词。

在全球化背景下，判断产能是否

过剩，不仅要看国内需求，也要看国际

需求。美西方一些人无视全球分工和

国 际 市 场 现 实 ，简 单 将“ 出 口 商 品 多

了”与“产能过剩”划等号，明显违背了

经济运行逻辑。从全球范围来看，当

前新能源产能还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

求。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 年全

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 4500 万辆，

是 2022 年的 4 倍多；全球光伏新增装

机 需 求 将 达 到 820 吉 瓦 ，是 2022 年 的

约 4 倍。国际市场需求尚未满足，何谈

中国绿色产能过剩？更何况中国新能

源 汽 车 出 口 占 生 产 的 比 例 远 低 于 德

国、日本、韩国等主要汽车生产国，出

口价格也符合市场规律，根本不存在

所谓“倾销”问题。

从市场竞争角度来看，中国新能

源 产 业 效 率 更 高 。 相 关 数 据 显 示 ，

2023 年 中 国 电 动 汽 车 的 产 销 量 分 别

为 958.7 万 辆 和 949.5 万 辆 ，中 国 动 力

及 其 他 电 池 总 产 销 量 分 别 为

778.1GWh 和 729.7GWh，产 销 基 本 平

衡。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新能源头部

车 企 在 产 能 利 用 率 上 远 高 于 行 业 平

均 水 平 。 据 英 国 媒 体 分 析 ，2023 年 ，

中国比亚迪集团、特斯拉上海工厂和

上 汽 集 团 等 产 能 利 用 率 在 80%左 右 。

相比之下，韩国现代汽车的产能利用

率 仅 为 23%，起 亚 汽 车 的 产 能 利 用 率

仅为 25%。

作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市场

和设备制造国，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

优 势 、完 整 工 业 体 系 和 丰 富 人 力 资

源。通过与市场反馈循环往复，企业

创新潜力不断释放，形成了强大竞争

优势。可以说，中国新能源产业优势

是靠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支撑，靠科

技 创 新 和 充 分 竞 争 塑 造 ，靠 真 本 事

获得。

美西方无视客观事实，诬称中国

以“过剩产能”冲击世界经济，其实是

为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寻 找 新 的 借 口 。 一

些 国 家 以 此 为 由 ，采 取 贸 易 保 护 措

施，阻碍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进入本

国市场。这表面上保护了国内市场，

实际上不但损害本国消费者利益，更

影 响 了 资 源 要 素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的 配

置 效 率 ，破 坏 产 业 链 供 应 链 稳 定 畅

通，拖累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和新兴产

业发展。

推动资源自由流动、市场贯通融

合、成果广泛共享，是世界经济发展的

正确方向。当前，大批“全球南方”国

家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对产能和

技术有着巨大而迫切的需求。中国通

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国际公共产品和

国际合作平台，畅通产能合作路径，持

续提供优质新能源产业产能，为世界

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绊倒别人不会让自己跑得更快。

只有让产业活水充分流动，让经济活

力竞相迸发，全球市场的蛋糕才能越

做 越 大 ，人 类 社 会 的 明 天 才 会 更

美好。

□ 金观平

连续 3 个季度增长——

规上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恢复
本报记者 熊 丽

国家统计局 4 月 27 日发布数据显

示，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 利 润 总 额 15055.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3%，由上年全年下降 2.3%转为正增

长。分季度看，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

3 个季度增长，延续恢复态势。

市场需求逐步改善，新动能加快成

长，带动企业营收继续恢复。一季度，

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3%，

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1.2 个百分点。国

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表示，当

季营收连续 3 个季度增长，为企业盈利

持续恢复创造有利条件。

近七成行业利润实现增长。一季

度，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 28 个行

业利润同比增长，占 68.3%，比上年全年

扩大 2.4 个百分点。分门类看，制造业

利 润 由 上 年 全 年 下 降 2.0% 转 为 增 长

7.9%；采矿业利润下降 18.5%，降幅比上

年全年收窄 1.2 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增长 40.0%，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于卫宁表示，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工

业利润增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发

展新优势加快塑造，高技术制造业利润

实现较快增长。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

利润由上年全年下降 8.3%转为同比增

长 29.1%，增速比规上工业平均水平高

24.8 个百分点。

实体经济不断巩固增强，新型工业

化深入推进，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明显

加快。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

长 18.0%，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 13.9 个

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 4.9 个

百分点，是贡献最大的行业板块，发挥

了“压舱石”作用。分行业看，电子、汽

车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82.5%、32.0%，是

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最多的制造行

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通用

设 备 、金 属 制 品 行 业 利 润 分 别 增 长

45.8%、7.9%、6.7%。

随 着 扩 内 需 促 消 费 政 策 深 入 实

施 ，消 费 需 求 不 断 释 放 ，叠 加 春 节 假

期有力带动，消费品制造业利润保持

平稳较快增长。一季度，消费品制造

业 利 润 由 上 年 全 年 下 降 1.1% 转 为 同

比增长 10.9%，当季利润连续 3 个季度

保持两位数增长，有力支撑规上工业

利润回升向好。分行业看，在 13 个消

费品制造大类行业中，有 12 个行业利

润 实 现 增 长 ，比 上 年 全 年 增 加 4 个

行业。

总体来看，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

利润保持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企业

利润恢复仍不平衡，工业企业效益恢

复基础仍不牢固。于卫宁表示，下阶

段，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落实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措施，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持

续提振各类经营主体信心，加力巩固

工业经济恢复基础，推动工业经济持

续回升向好。

本报北京 4 月 27 日讯（记者康琼艳）
中华全国总工会 27 日表示，今年全总将表

彰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255 个、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1088 个、全国工人先锋号 1034 个。

其中，常规奖章表彰对象中有农民工 172

人，占 18.2%，比重再创新高。

全总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今年的五

一表彰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全国两

会精神，充分发挥评选表彰的重要导向作

用，呈现以下突出特点：注重推荐发展新质

生 产 力 的 对 象 ，在 常 规 表 彰 对 象 中 ，有

48.6%的奖状、33.7%的奖章、35.5%的先锋

号属于新质生产力对象；向重点产业倾斜，

在 常 规 表 彰 对 象 中 ，有 84.4% 的 奖 状 、

71.4%的奖章、74.9%的先锋号属于党的二

十大报告强调的产业或本地区重点产业；

面向基层、面向一线、面向普通劳动者，向

产业工人倾斜，常规表彰的奖章对象中，产

业工人 380 名，占 40.3%，高出规定比例 5.3

个百分点。

据介绍，此次表彰涵盖各个行业、各个

群体，常规表彰对象覆盖 19 个行业大类，

以制造业、电力、燃气、建筑业、交通运输、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相关

行业为主。此外，今年还单列了 37 个奖

状、145 个奖章、78 个先锋号名额，用于表

彰全国职工职业技能竞赛优胜者和在组织

国家重大活动、处理突发应急事件中涌现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一千零八十八人将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农民工比重再创新高

2023年全国新收知识产权案 54万余件——

以 法 治 保 障 新 质 生 产 力 发 展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中国法院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23 年）》。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国法院新收一审、二审、申请再审

等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54 万余件，审结数量

与新收数量基本持平，分别比 2022 年上升

3.41%和 0.13%。人民法院聚焦公正与效率，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表示，人

民法院加强科技创新保护，妥善审理涉及

5G 通信、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种业种源等高新技术领域

知识产权案件。营造诚信经营环境，有力

打击商标恶意注册和侵权仿冒，依法加强

对驰名商标、传统品牌和老字号的司法保

护力度。优化创新权益保护模式，加强人

工智能技术司法保护研究，开展数据产权

保护等新类型案件专项调研，探索完善数

据保护裁判规则。

据统计，2023 年，全国法院在 319 件案

件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同比增长 117%，判

赔金额 11.6 亿元，同比增长 3.5 倍。最高法

审结“盼盼”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

案，对恶意攀附商誉的行为适用 4 倍惩罚性

赔偿，判赔金额超 1 亿元；审结“橡胶防老

剂”技术秘密侵权案，判赔 2.02 亿元，创同

类案件判赔金额新高。

知识产权赔偿问题，既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问题，也是司法实践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近年来，人民法院通过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

制度，显著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激励

创新创造，支撑和服务高质量发展。

人民法院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实现裁

判标准和裁判结果的平衡与协调。比如，

最高法通过发布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指导性

案例，明确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条件，细

化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方法，指导各级人民

法院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严格保护知识

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

审查授权、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仲裁调解、

行业自律、公民诚信等环节。这需要各部

门不断完善保护体系，加强衔接协作，强化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构建大保护格局。

最高法深化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

诉审理机制改革。截至目前，“全国法院技

术调查人才库”已覆盖主要技术领域，全国

范围技术调查人才资源实现共建共享、按

需调派。全国已有 25 个高院、242 个中院

和 287 个基层法院开展知识产权民事、行政

和刑事案件集中管辖，有效提升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整体效能。

实践中，人民法院持续加强与行政机

关协同配合，推进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形

成知识产权保护合力。最高法知识产权法

庭副庭长郃中林表示，我国对专利等知识

产权有效性争议和侵权争议分别循行政审

查程序和司法诉讼程序处理，民行程序往

往交叉进行。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成立以

来，持续推动在上诉阶段实现民事和行政

关联案件同期到庭、协同审理、同步裁判，

既确保权利解释协调一致，也切实提升纠

纷解决效率。

最高法近日还发布 2023 年中国法院

10 大知识产权案件。在“西门子”侵害商标

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人民法院全额

支持权利人 1 亿元的赔偿主张，彰显了中国

法院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大力打击恶

意攀附行为的鲜明态度。

人民法院坚持公平公正审理涉外知识

产权案件，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

架下的全球治理。陶凯元表示，最高法持

续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深入推

进交流合作，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签署加

强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指导多地法院

与该组织仲调中心开展诉调对接，积极为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桂林画卷

本报调研组

秀甲天下的山水，源远流长的历史，绚

烂多姿的文化，让桂林成为世界旅游名城

和中国名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保护漓江、保护

桂 林 山 水 作 出 重 要 指 示 批 示 。 2021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壮族自治区

第一站便来到桂林市，强调要将桂林打造

成为世界级旅游城市，为桂林新时代高质

量发展指出明确方向。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肩负新时代历

史使命，在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目标引领

下，桂林以更加昂扬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

高起点谋划：向着世界再出发

春有烟雨漓江、夏有青山滴翠、秋有霜

林尽染、冬有白鹭眠沙⋯⋯桂林的美似一

幅流淌的水墨画，饱含着生命的活力与绿

色的诗意。

秀美山水是桂林的金字招牌。改革开

放以来，桂林累计接待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

300 多人次、入境过夜游客超 4000 万人次。

旅游产业成为桂林重要支柱产业，桂林也成

为境外游客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与同时成为我国首批对外开放旅游城

市的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相比，桂林的发

展还大有潜力可挖。面对国内外旅游市场

形势和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桂林必须识

变应变，实现新的突破。

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给桂林带来了

新的历史机遇，桂林发展在更高水平上成

为国家战略。

2021 年 12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

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支持桂林等

地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2023 年 9 月，

国务院批复《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发

展规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桂林市委书记周家斌表示，打造世界级旅

游城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发展阶段为桂林擘画的宏伟蓝

图，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桂林的亲切关怀和深情厚

爱。桂林市将切实扛起这一重大政治任务，全力推动世界级

旅游城市建设驶入快车道。

新目标，需要新的定位。

什么是世界级旅游城市？桂林市市长李楚认为，是在承

载和展现人类共同价值、形成和保持高水平商业环境、激发

和创造美好生活等方面达到世界前列，形成具备世界范围影

响力和吸引力的美好旅居生活新空间的新型城市。

通过认真梳理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自治区、市两级党委、

政府高位谋划，厘清桂林新的历史方位，确定“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中国风范、广西特色、桂林经典”总

体思路，朝着建设世界级山水旅游名城、世

界级文化旅游之都、世界级康养休闲胜地、

世界级旅游消费中心“一城一都一地一中

心”的具体目标迈进。

新使命，需要新的作为。

广西将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视为

事关全局的战略性、牵引性工程，成立自治

区工作领导小组，自治区党委、政府主要负

责同志担任组长。2022 年 9 月，自治区出

台《支持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若干政

策措施（试行）》。

广西将加快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

作为推动全区文化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引

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罗陈娟介

绍，2022 年以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争取

和统筹资金超过 40 亿元，申报地方政府专

项债 113.69 亿元，支持桂林市重点项目建

设。自治区各部门和相关企业也都行动起

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进中国·东盟桂

林灌阳户外冰雪旅游训练基地、桂林古宋

城文化休闲街区等一批标志性、引领性文

旅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广西旅游发展集团

在桂林累计投资超 13 亿元。

桂林市明确“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

统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思路；成立打造桂

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四

家班子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组建“一办十

组”形成专班专抓工作机制；设立工作推进

中心；各项规划编制顺利推进，100 项重大

项目和重大事项全面实施。

“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就在一个小会议

室，八九个人，搬来电脑架起线就干起来

了。”桂林市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工作推进

中心副主任廖国新说，“大家珍惜难得的发

展机遇。国内外旅游城市你追我赶，自治

区内的北部湾城市发展势头迅猛，桂林正

处于关口，不进则退。”

新机遇，需要新的状态。

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的目标，进一步激发了干部群众干

事创业的精气神。

2023 年 2 月，桂林市兴安县政协主席、县旅游振兴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庄慧琼接到一个任务：参与申办世界运河大会

工作。

“当时我就蒙了。这可是世界运河大会，一没有专业团

队，二没有国际资源，去哪里找‘世界’？”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庄慧琼仍然下意识地挠了一下头。 （下转第六版）

下图 桂林市对象鼻山景区实行免费开放，并加强周边

环境整治，使漓江象鼻山段以崭新面貌迎接八方游客。

唐艳兰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