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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近日，多
家汽车企业接连宣布将供应商支付账期
统一至60天内，以切实行动加速产业链
资金周转效率，推动汽车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业内人士认为，相关举措有利
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比亚迪汽车11日宣布，为落实国家
及相关部委就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一系列
部署要求，助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将供
应商支付账期统一至60天内。“我们将
以切实行动推动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未来，比亚迪汽车将继续通过技术
创新与管理优化，携手上下游伙伴共同

推动中国汽车产业行稳致远。”
中国一汽10日表示，将明确付款期

限和支付方式，将“60天付款”作为所属
单位付款期限要求，加强资金监督和过
程管理；加强采购、财务等部门内部协
同，进一步精简审批环节，确保付款流程
畅通无阻；充分利用数字化云工作台，实
现对合同执行、发票匹配、付款申请等全
流程节点的实时监控，确保每一笔应付
款项按期支付。

东风汽车表示，将支付账期统一至
60天内，以切实行动推动上下游资金高
效流转，助力产业链良好协同发展。东
风汽车将积极践行央企社会责任与担
当，进一步发挥产业链“链长”作用，携手

上下游企业构建更具韧性和创新活力的
汽车产业生态，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吉利汽车集团宣布，为积极响应落
实国务院《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
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关于维护公平竞
争秩序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倡议》，将
供应商支付账期统一至60天内，以加速
产业链资金周转效率，保障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促进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为维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优
化营商环境，修订后的《保障中小企业款
项支付条例》自 2025 年 6月 1日起施
行。条例明确大型企业应当自货物、工
程、服务交付之日起60日内支付款项；

规定不得强制中小企业接受商业汇票、
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等非现金支付方式，
不得利用商业汇票、应收账款电子凭证
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变相延长付款期限。

记者了解到，广汽集团、赛力斯集
团、长安汽车、奇瑞集团、长城汽车、小鹏
汽车、小米汽车等近日也纷纷发声，宣布
将供应商支付账期统一至60天内。

“供应商账期不超过60天，在全球
汽车产业范围内属于领先水平。”同济大
学汽车学院教授朱西产告诉记者，希望
我国汽车企业遵守承诺，打造更加公平、
有序、健康的市场环境，实现产业链互利
共赢，从而推动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

多家汽车企业宣布将供应商支付账期统一至60天内

推动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记者 11 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
悉，2025年1至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快速增长，分别完成 569.9 万辆和
560.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5.2%和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
量的44%。

数据显示，1至5月，我国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1282.6 万辆和 1274.8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12.7%和10.9%，产量增速较
前4个月收窄0.2个百分点，销量增速扩
大0.1个百分点。

“两新”政策加力扩围，持续显效，
叠加汽车企业新品投放等利好因素，助
力汽车市场消费活力加速释放。1 至 5

月，汽车国内销量 1025.8 万辆，同比增
长 11.7% 。 5 月 单 月 ，汽 车 国 内 销 量
213.5 万 辆 ，环 比 增 长 3% ，同 比 增 长
10.3%。

新能源汽车出口快速增长。1 至 5
月，汽车出口 249 万辆，同比增长 7.9%；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85.5 万辆，同比

增长64.6%。5月单月，新能源汽车出口
21.2 万辆，环比增长 6.1%，同比增长 1.2
倍。

乘用车市场延续良好表现。1 至 5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108 万辆和
1099.6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4.1% 和
12.6%。 （新华社）

前5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快速增长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一场42.9
万人报名的世界田联金标马拉松，赛事
运营经费政府要出多少？

无锡给出的答案是——“零元”。
这座长三角城市以赛事运营经费

“零投入”的创新模式，培育出了无锡马
拉松、世界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无
锡网球公开赛等知名赛事，探索出了一
条“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办
赛路径，不断放大赛事辐射效应，成为撬
动城市发展的支点。

办赛不拿财政办
“赛道旁漫天飞舞的樱花花瓣让我

感觉像在画里奔跑。”来自上海的王先生
参加了全部11届无锡马拉松。他对这
项赛事的热爱，始于“颜值”忠于服务：智
能存包系统、与生日和电话号码“重合”
的号码布、为男性跑者特制的长条钢槽
卫生间……这些创新让锡马被称为“最
懂跑者的马拉松”。

这份“懂”源自政府对运营方的信任
和放手。目前锡马办赛不拿财政资金，
全靠市场化运营。“不只锡马，事实上这
些年无锡用财政资金直接投入的比赛越
来越少，我们鼓励赛事运营方主动迎合
市场。”无锡市体育局局长陈奕说。

“放手”催生了锡马的蓬勃发展。拥
抱市场的锡马不断创新赛事组织、提升
服务品质，成为跑友心中的“此生必跑马
拉松”。2024年锡马曾创下超26万人
的国内马拉松赛事报名人数纪录，这一
数字在2025年更是飙升至42.9万人。

良好的口碑也得到了冠名商、赞助
商的认可。2025年锡马吸引42家赞助
商，赛事运营方汇跑体育连续几年盈
利。在马拉松这条“卷”出天际的赛道
上，像锡马这样不拿财政资金实现盈利
的马拉松赛事，全国屈指可数。

汇跑体育总经理李长征认为，跑友
越来越专业，要求越来越高，也在倒逼赛
事服务的提升。“卷”服务其实是中国经
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体现。“社会发
展到一定阶段，往后（体育赛事）拼的都
是服务。”他说。

同样是“零元”办赛，无锡另一场知
名赛事世界跆拳道大满贯冠军系列赛则
是深挖赛场之外的价值。尽管赛事本身
尚未盈利，运营方和畅文体以赛事为杠
杆，在器材生产、赛事版权、教育培训、数
据处理等全产业链发力，企业营收从
2017年的13.62万元攀升至2024年的
1.29亿元。

“放手”不是“甩手”
没有财政资金办赛，并不意味着政

府成了“甩手掌柜”。
2025年锡马比赛当日10时许，游

客王先生没想到这么早就可以进入锡马
途经的知名景区鼋头渚。这里的道路干
净整洁，没有纸杯海绵等垃圾，干净得不
像刚跑过马拉松。

在交通、环卫、安保、城管各个部门
的协同配合下，锡马首创“三级波浪式清
理”，做到了各个赛段1小时内交通“复
原”，将马拉松赛事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降

低到最小。
此外，虽没有办赛经费，无锡在用另

一种形式回馈办赛企业。
2023年，无锡市体育局与财政局联

合推出“高水平赛事补助政策”，总奖金
规模为800万元。凡是社会资本主办的
赛事均可在下个年度进行申请，接受赛
事规模、运营组织、对外影响、经济拉动
等方面的考核评价，绩优者获得补助。
按照2024年实际发放金额计算，该政策
在2023年以1:9的比例撬动了6000多
万元的社会资本投入赛事运营。

赛前“包办”变为赛后“奖补”，不仅
出现在无锡一地。江苏省每年拿出
2000万元对省内产生较大影响力的体
育赛事给予奖补。江苏省体育局局长陈
少军说：“这个钱不是随便给的，赛事办
得好才符合奖补要求，我们用这种方式
更好地发动社会力量办赛，激发他们适
应和开拓市场的能力。”

“零元”办赛，省下的钱去哪了？
还是办赛。无锡市每年用于举办群

众赛事和青少年赛事的资金达500多万
元，通过丰富基层体育赛事惠及全民健
身。“群众性赛事和青少年赛事的作用主
要是促进全民健身、扩大体育人口，不能
全部交给市场，我们把有限的资金用于
公益属性的赛事中，逐步培育慢慢放
手。”陈奕说。

一“奖”一“省”间，办赛企业有了办
名赛、办好赛的动力，政府减轻了财政负
担，让有限的办赛经费惠及更多百姓，体
育赛事发挥多元价值的空间更加开阔。

赛事并非体育局“家事”
“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这

一办赛思路成效斐然。经过11年发展，无
锡马拉松成为中国田协金牌、世界田联金
标的“双金赛事”，吸引全球媒体报道，城市
品牌随樱花一同“绽放”在全球屏幕。跆
拳道大满贯赛作为奥运直通平台，在全球
跆拳道赛事体系中独占鳌头，进一步深化
了无锡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作。

赛事也并非体育局的“家事”。“赛事
的成功、赛事经济价值的凸显，仅靠体育
部门是做不好的，是社会各界对赛事品
牌的高度认同，是运动价值和情绪价值
的深度融合。”陈奕说。

2025年锡马期间，无锡市政府各部
门各显神通，为参赛者提供了品类繁多的
消费券，涵盖吃、住、行、旅游、购物各个板
块，甚至还有购房优惠券。来自南京的跑
友戴毅中签后第一时间领取了“锡马有
礼”大礼包中的景区和住宿优惠券，向公
司多请了几天假，想在赛后用足大礼包。

据统计，今年锡马共吸引42.6万余
名观众、跑者，带动餐饮、住宿分别达1.4
亿元、3亿元，累计带动周边产业效益超
5亿元，较去年增长78.2%。

“无事业不产业，赛事不为城市服
务，就是自娱自乐。”陈奕笑言。

无锡的“零元”智慧，是政府角色的精
准定位——从“划桨者”变为“掌舵人”。
当市场机制遇上制度创新，当专业运营遇
上城市情怀，体育赛事便超越了竞技本
身，成为激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密码。

无锡以赛事运营经费“零投入”模式，培育出无锡马拉松等知名赛事

金标赛事“零元”办，政府怎么办？

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自
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
非贸易规模屡创新高。海关总署11
日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已连续16年
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2024年，中非贸易规模首破2万亿
元，达到2.1万亿元。

根据中国海关编制的中国—非
洲贸易指数，该指数从2000年的基
期值100点快速攀升，继2023年突
破1000点后2024年又达到1056.53
点的新高。

今年前5个月，我国对非洲进出
口9632.1亿元，同比增长12.4%，规
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农业合作持续扩大。2024年，
中非农产品进出口首次突破700亿

元。今年前5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
农产品158.3亿元，其中咖啡、可可
豆 、冷 冻 草 莓 等 进 口 分 别 增 长
145.7%、88.6%、82%，占我国同类商
品进口比重分别为 18.4%、65.4%、
84.8%。同期，我国对非洲出口农药
制剂、农业机械分别增长12%、41%。

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成效显著。
2022年以来，非洲始终是我国对外承
包工程货物出口第一大市场。今年前
5个月，我国以对外承包工程方式对非
洲出口125.9亿元，同比增长46.5%。
同期，我国对非洲出口船舶和海洋工
程装备、工程机械、电动机及发电机分
别增长41.6%、58.5%、51.1%。

第四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将
于6月12日至15日在湖南长沙举办。

6月11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
中国包装联合会、中国循环经济协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快递协会、中
国酒业协会、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
业协会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反对商品
过度包装，推动绿色文明消费。

中消协指出，部分商家为追求所
谓“高端”“奢华”的市场定位，在包装
上大做文章，层层套盒、冗余填充、贵
金属装饰等现象屡见不鲜，不仅造成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更扭曲了消费
本质，助长了奢靡之风。

七家协会倡议，各生产经营者应
严格遵守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展自查自纠，

依据标准规范商品包装设计与生产，
减少包装层数、控制包装空隙率、降
低包装成本占比，确保商品包装合规
合理。

行业协会等有关组织应发挥带
头和纽带作用，推动上下游企业形成
自觉抵制商品过度包装的良好氛
围。通过制定行业自律规范，加强行
业监督，对违反规定的企业进行曝光
和处罚，维护行业健康绿色发展。

七家协会还倡议，消费者要秉持
理性，做绿色消费的践行者，选择简
约适度包装的产品。主动参与对商
品包装的监督，发现过度包装等浪费
行为时，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

（新华社）

七家协会联合倡议
反对商品过度包装

新华社上海6月11日电 上海市
首个养老科技产业园于10日在上海
市闵行区开园，规划总面积约1.3平
方公里，分为创新研发区和产业承载
区两大功能区，目前园内已引进40
余家养老科技创新企业。

据悉，创新研发区主要承担养老
科技创新研发、成果转化、企业孵化
和产品展示等功能。产业园已与中
科院微系统研究所和交大先进医疗
芯片研究所等高等院所达成合作，共
建研发测试公共服务平台。

养老科技产业园建有公共研发
服务平台、孵化器等，与上海交通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
院所合作，共同开展科研项目研究，
推动技术转化。同时，小米、腾讯等

一同赋能，产业园正在逐步构建“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

未来，产业园将进一步围绕养老
科技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加快建设产
业协同创新平台与成果转移转化平
台，打造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国
家级高水平银发经济产业园，领航

“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

化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
截至2024年末，上海户籍60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577.62万人，占总人口的
37.6%；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
86.00万人，占总人口的5.6%。2024
年上海发布《上海市推进养老科技创
新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
提出创建养老科技产业园等举措。

上海市首个养老科技产业园开园

6月11日，以“开放合作：赋能新质
生产力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十一
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在
上海世博展览馆开幕。本届展会围绕人
工智能等产业新赛道和技术贸易新兴领
域，设置商用密码与数智制造、绿色能源
与储运、智能海洋工程与装备、消费与商
业科技4个专业技术展区，技术交易服务
和技术交易促进活动2个功能区域，总展
出面积为3.5万平方米，汇聚了来自近
20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20个省区市的
创新成果，参展企业近千家。

右图：为当日，工作人员在观看进行
作业演示的电池包装配及插线检测协作
机器人。

上图：为当日，参观者在一个装备高
光谱成像仪系统的无人机旁交流讨论。

新华社发

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开幕

相关新闻

屡创新高！

中非贸易规模已超2万亿元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旗下的日野汽
车公司（以下简称“日野汽车”）和德国
戴姆勒卡车公司旗下的三菱扶桑卡客
车公司（以下简称“三菱扶桑”）10日
宣布就业务合并达成最终协议。4家
公司希望通过业务合并提高在研发、
采购和生产等领域的竞争力。

根据协议，日野汽车和三菱扶桑
将成立一家控股公司，新公司总部位
于东京，日野汽车和三菱扶桑将成为
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戴姆勒卡车和
丰田将各持有新公司25%的股份。
新公司员工总数超过4万人，首席执

行官将由三菱扶桑首席执行官卡尔·
德彭担任。

日野汽车当天还宣布，将位于东
京都羽村市的整车和零部件工厂转
让给丰田。羽村工厂自1963年投产
以来，主要生产日野和丰田品牌的小
型卡车以及丰田的兰德酷路泽250
和海拉克斯皮卡等。

据悉，4家公司曾在2023年5月
就在2024年年底前合并商用车业务
达成基本协议，但之后因日野汽车的
发动机认证造假问题，无限期推迟了
最终协议签署。 （新华社）

日野汽车和三菱扶桑
确定业务合并

新华社呼和浩特6月11日电 中
午时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一
家餐馆里，来自北京的游客杨晓飞正
在品尝一款当地酸奶。“之前听朋友说
乌兰察布酸奶好喝，这次喝到之后，确
实口感细滑，奶香浓郁。”杨晓飞说。

近年来，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的同时，乌兰察布发挥区位优势，依
托优质奶源创新发酵工艺，将酸奶产
业打造为城市新名片。

目前，乌兰察布通过“一品带多
业”的方式延伸酸奶产业链，带动了
当地奶牛养殖、乳制品加工等上下游
企业发展。

乌兰察布市农牧局副局长张跃
说，乌兰察布市位于北纬41度至43度
温带草原地区，气候冷凉、光照充足，利
于奶牛繁育，是公认的黄金奶源带。
与此同时，乌兰察布通过政策引导、资
金扶持等措施积极促进奶业高质量发
展。“乌兰察布现有12万多头存栏奶
牛，日产鲜奶约1200吨，为全市酸奶
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且优质的奶源。”

在位于集宁区的内蒙古雪原生
态牧场，一头头奶牛依次走上挤奶转
盘，工人操作现代化挤奶设备，几分
钟内就能完成挤奶。该牧场负责人
崔永平说，得益于酸奶产业政策支

持，他们与下游生产加工企业联动打
通运输环节，形成了“牧场直供、当日
加工”的高效生产模式。

“多年来，我们从来自草原的菌种
样本里筛选、分离特色乳酸菌，建设了
公司自有菌种库，目前库内保藏乳酸
菌近2000株。”内蒙古兰格格乳业有
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姚凯说，他们
梳理出20余株适用于酸奶生产的菌
株，其中有的菌株已实现产业化应用。

走进位于集宁区的内蒙古兰格格
乳业有限公司酸奶生产车间，记者看
到全自动灌装线上，一瓶瓶低温酸奶
匀速滑出，随即被装箱、码垛，“乘坐”冷
链配送车奔向全国消费者。该公司北
部销售总经理王林说，电商平台和冷
链物流体系让乌兰察布酸奶走出内蒙
古，北京消费者网上下单后次日就能
品尝到活性菌丰富的乌兰察布酸奶。

不久前，作为“原味乌兰察布”农
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子品牌的“乌兰
察布酸奶”，亮相2025世界品牌莫干
山大会。张跃介绍，为推动酸奶产业
高质量发展，乌兰察布积极搭建酸奶
产业交流平台，多举措助推酸奶产业
提升品牌形象、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
争力。数据显示，2024年乌兰察布市
酸奶产量达3.5万吨，产值超5亿元。

内蒙古乌兰察布：

一杯酸奶为产业发展添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