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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
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粮食生产再获
丰收，全年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
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比上年
增加177.6亿斤，增长1.3%，连续9年稳
定在1.3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粮食

播种面积17.85亿亩，比上年增加954.6
万亩，增长0.5%。其中，全国谷物播种
面积 14.99 亿亩，比上年增加 986.3 万
亩，增长 0.7%；全国豆类播种面积 1.8
亿亩，比上年增加174.3万亩，增长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表
示，2023年，尽管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发
生洪涝灾害，但全国大部农区光温水

匹配较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粮食
作物生长发育和产量形成。同时，今
年开展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
升行动，重点推广耐密品种，集成配套
栽培技术，实施效果明显。全国粮食
单产 389.7 公斤/亩，每亩产量比上年
增加2.9公斤，增长0.8%。

据介绍，2023年，全国夏粮产量为

2923 亿斤，比上年减少 25 亿斤，下降
0.8%；早稻产量为 566.7 亿斤，比上年
增加4.3亿斤，增长0.8%。全国秋粮播
种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地区灾情较
轻，特别是北方旱地雨水多墒情好，秋
粮产量增加。上年长江流域部分地区
高温干旱导致秋粮减产，今年农业气
象年景正常，实现恢复性增产。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著名的
药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
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
朋友，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
长，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四届中央委
员会主席桑国卫同志的遗体，11日在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桑国卫同志因病于2023年12月7
日17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桑国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
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桑国卫
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
示深切慰问。

11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
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桑国卫
同志”，横幅下方是桑国卫同志的遗
像。桑国卫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
柏丛中。

上午 9 时 30 分许，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桑国卫
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桑国卫同
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桑国卫同志亲
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桑国卫同志
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桑国卫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桑国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
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
桑国卫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
示深切慰问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为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内
外贸一体化发展，国务院办公厅日前
印发《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是构建新
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对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稳定
企业具有重要作用。《若干措施》提出5
方面18条工作措施。一是促进内外贸
规则制度衔接融合。促进内外贸标准
衔接，不断提高国际标准转化率。促
进内外贸检验认证衔接，深化共建“一
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等框架下检验检疫、认证

认可国际合作。促进内外贸监管衔
接，促进内外贸资源要素顺畅流动。
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鼓励
各方采信“三同”认证结果。二是促进
内外贸市场渠道对接。支持外贸企业
拓展国内市场，组织开展外贸优品拓
内销系列活动。支持内贸企业采用跨
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方式开拓国
际市场。发挥平台交流对接作用，促
进国内国际市场接轨。三是优化内外
贸一体化发展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开展打击侵权假冒专项行动。完
善内外贸信用体系，推动企业信用信
息共享应用。提升物流便利性，加快
发展沿海和内河港口铁水联运。强化

内外贸人才支撑，搭建线上线下融合、
内外贸融合的人才交流对接平台。四
是加快重点领域内外贸融合发展。深
化内外贸一体化试点，鼓励加大内外
贸一体化相关改革创新力度。培育内
外贸一体化企业，支持供应链核心企
业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开拓国内国际
市场。培育内外贸融合发展产业集
群，提升中西部等地区内外贸一体化
发展水平。加快内外贸品牌建设，支
持内外贸企业培育自主品牌。五是加
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落实有关财政
支持政策，积极支持内外贸一体化发
展。更好发挥信用保险作用，按照市
场化原则加大内外贸一体化信用保险

综合性支持力度。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强化金融机构对内外贸企业的服
务能力。

《若干措施》强调，各地方、各有关
部门要积极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打通阻碍内外贸一体化的关键堵点，
助力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顺畅切
换，争取尽早取得实质性突破。各地
方人民政府要因地制宜出台配套支持
政策，大力推动本地区内外贸一体化
发展。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密切跟
踪分析形势变化，加强协同配合和督
促指导，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若干措施》

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王悦阳 张辛欣） 记者11日从工业和
信息化部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税务总局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调整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
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明确自2024
年 1 月 1 日起，申请进入《减免车辆购
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车型，
需符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告适当提高了现有技术指标要
求，新增低温里程衰减技术指标要求，
明确换电模式车型相关要求。其中换
电模式车型需满足GB/T 40032《电动
汽车换电安全要求》标准，同时要求申
报企业提供保障换电服务的证明材
料。

公告指出，2024年1月1日至2024
年 5 月 31 日为过渡期。2024 年 1 月 1

日起，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已进入《免
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
录》且仍有效的车型将自动转入《减免
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相关车型要及时上传减免税标识、换
电模式标识，换电模式车型、燃料电池
车型等按公告要求补充相应佐证材
料。2024年6月1日起，不符合公告技
术要求的车型将从《减免车辆购置税
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中撤销。相
关车型需在过渡期内完成政策切换符
合性相关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告调整的指标充分参考已经实
施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双积分、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等政策，同时预
留了过渡期。从行业影响来看，有利
于稳定汽车市场、引导技术进步和节
能消费、引导企业保障产品安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

调整减免车辆购置税
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
者 邹多为） 为了指引餐饮企业开展
绿色外卖服务管理活动、促进资源节
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日前发布
实施的《绿色外卖管理规范》推荐性国
家标准明确：外卖餐品经营企业应减
少各种包装材料的用量，用环保的材
料替代，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

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由中国饭店
协会牵头制定的首个绿色外卖国家标
准提出，绿色外卖是指在外卖活动各
环节，推广低碳理念，推行环境保护、
资源节约、循环低碳和回收利用，降低
外卖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具体来看，规范主要围绕外卖餐
品制作、外卖餐品供应和绿色外卖管
理优化三个环节，对餐品原材料采购，
餐品加工、烹饪与餐厅运营，餐品包装
与材料使用，外卖配送、垃圾处理，绿

色外卖展示，绿色宣传、绿色质量管理
等主要内容提出相关要求。

比如，餐品原材料采购方面，要求
建立可追溯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减少
食材损耗；外卖包装方面，在满足包装
功能要求的前提下，选用对人体健康
和生态环境危害小、资源能源消耗少
的包装；外卖配送方面，要求选择合理
路线，科学装备，以减少能源消耗等。

近年来，外卖已经成为现代人解
决就餐问题的重要方式。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
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 5.35 亿人，
占网民整体的49.6%。

面对不断扩大的外卖市场规模，
进一步推动餐饮企业在建立绿色环保
的供应链体系、减少包装使用量，以及
进一步引导消费者适量适度点餐、形
成绿色生活方式等对遏制“舌尖上的
浪费”具有重要意义。

首个绿色外卖国家标准明确：

减少各种包装材料用量

12月11日，人们在故宫附近拍雪景。
自12月10日夜间开始，北京全市各地陆续降雪。北京市气象部门预计，12月11日仍有小雪或零星小雪。 ■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北京降雪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2月10日电
（记者 付一鸣）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
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
及经济学奖颁奖仪式10日在瑞典首都
斯德哥尔摩举行。

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皮
埃尔·阿戈斯蒂尼、费伦茨·克劳斯和
安妮·吕利耶；化学奖得主为蒙吉·巴
文迪、路易斯·布鲁斯和阿列克谢·叶
基莫夫；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卡塔
琳·考里科和德鲁·韦斯曼；经济学奖
则由美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
获得；文学奖被授予挪威作家约恩·福
瑟。

在评选委员会代表分别介绍获奖

者成就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
塔夫向每位获奖者颁发诺贝尔奖证
书、奖章和奖金。今年每项诺贝尔奖
的奖金为 1100 万瑞典克朗（约合 100
万美元）。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阿斯特丽德·
瑟德贝里·维丁在致辞中说，在这个观
点极化、社会撕裂、冲突持续的历史时
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相
信知识、启蒙和追求真理。

包括瑞典王室主要成员、政界领导
人等在内的千余人出席了颁奖仪式。

12 月 10 日是瑞典化学家和发明
家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每年的诺贝
尔奖颁奖典礼都安排在这一天举行。

2023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
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11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CPI）同比上涨0.3%，其中11月份，
受食品、能源价格波动下行等因素影
响，CPI同比下降0.5%，降幅比上月扩
大0.3个百分点，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
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6%，涨幅与
上月相同，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国内
物价运行总体保持平稳。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
比较高。11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4.2%，降幅略扩大0.2个百分点。食品
中，猪肉价格下降31.8%，降幅扩大1.7
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2.7%，涨幅扩
大0.5个百分点。

从环比来看，11月份，食品价格环
比下降0.9%，降幅超季节性水平（近十
年同期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国家
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分
析，因11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
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利于农产品生产

储运，鲜菜、鸡蛋和水产品等鲜活食品
价格分别下降4.1%、3.1%和1.6%，降幅
均超季节性水平；生猪出栏量有所增
加，加之天气偏暖部分腌腊需求延后，
猪肉价格超季节性回落，下降3%；鲜果
价格季节性上涨1.9%。

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非食品价
格同比上涨0.4%，涨幅回落0.3个百分
点；环比下降0.4%。

董莉娟分析，11月份，受国际油价
下行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
2.8%，为今年以来最大降幅；冬装新品
上市，服装价格环比上涨0.6%；旅游出
行进入淡季，飞机票、宾馆住宿、旅游
和交通工具租赁费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12.4%、8.7%、5.9%和2.8%。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看，11月份，受
国际油价回落、部分工业品市场需求
偏弱等因素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3%，降幅比
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持
平转为下降0.3%。

具体来看，11月份，国际油价下行，

带动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
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分别下
降2.8%、2.5%，合计影响PPI环比下降
约0.13个百分点，占总降幅的四成多。
煤炭和天然气需求季节性增加，燃气生
产和供应业价格环比上涨1.4%，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上涨0.3%。重大
项目建设稳步推进，水泥制造价格环比
上涨1.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价格环比上涨1.1%。

今年以来，国内物价总体呈低位
运行态势。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
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
告指出，物价短期还将维持低位，未来
将回归常态水平。中长期看，我国经
济供需总体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
居民通胀预期平稳，不存在长期通缩
或通胀的基础。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
启动年内第三批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
作，推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广东、四
川、辽宁等多地密集发放新一轮消费
券，抢抓年末消费旺季；重点电商平台

如美团小象超市在入冬后增加牛羊
肉、鲜活水产等应季生鲜食材供应，并
在运营城市开设更多服务站点，满足
市民“一站式”购齐的即时消费需
求……近期，各方协同发力，推动消费
需求持续回暖，保障物价平稳运行。

最新公布的一系列数据，释放需
求回暖、市场信心稳步增强的鲜明信
号：11 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3.1点，比上月环比提高1.2点；中国
物流业景气指数升至53.3%，其中新订
单指数为 53.4%，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
分点；中国仓储指数升至 52.2%，其中
新订单指数升至53%，重回扩张区间；
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升至
55.8%，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此
前表示，从需求变化来看，商品和服务
的需求都在持续恢复。从货币条件
看，市场流动性总体合理充裕。基于
这些因素判断，价格低位运行的状况
将会逐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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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保持平稳 低位运行态势有望缓解
——解读11月份物价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