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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我国加快构建
软件业开源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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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日前发布《“十四五”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规

模以上企业软件业务收入突破14万亿元，

年均增长12%以上；工业App突破 100万

个，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提升；培育一批

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

建设2个～3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

高水平建成20家中国软件名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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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潮”澎湃 中国品牌亟待赋能
专家指出，要防范打着“国潮”旗号的拜金主义和浮躁症，治理“仙鹤加祥云”等生拼硬凑蹭热度乱象

从 外 贸 大 省 向 外 贸 强 省 转 变

黄河流域工业亟待转型升级

□ 王 丰

近年来，“国潮”概念兴起，众多

传统中国品牌借力“推陈出新”，以

“国潮”为卖点的新品牌不断涌现。

从美食饮品到服饰美妆，从电影电

视到文创周边，从传统文化到现代

科技，一时间似乎“一切皆可国潮”。

“国潮”给中国品牌发展和中国

文化复兴带来新的机遇和活力，但

盲目跟风、浮于表面、模仿抄袭等现

象也屡见不鲜。

如何让“国潮”真正赋能中国品

牌和文化，避免浮躁喧哗甚至造成

资源浪费，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众“因”助推“国潮”澎湃

曾经，进口大牌是品质的象征，

欧美日韩文化一度引领潮流；如今，

“国潮”正在改变传统的刻板印象，

更时尚、更前沿的中国品牌和文化

焕发亮眼的光彩。

专家认为，“国潮”兴起并非偶

然，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是中

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消费

观念转变、大国崛起背景下文化自

信提升、制造创新能力提高等原因

共同引发的。

“大背景是中国经济实力、人均

消费水平、文化自信的提升，驱动力

是政府、媒体、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共

同行动，而基础是中国技术水平的

提升，多年世界工厂的身份，锻炼了

中国的产业链、人才。”中国美术家

协会服装艺术委员会主任吴洪说。

2018 年 被 认 为 是“ 国 潮 元

年”。当年，中国运动品牌李宁携中

国元素鞋服亮相纽约时装周，故宫

口红推出即被热购，北京卫视打造

《上新了·故宫》《我在颐和园等你》

等系列国潮文化节目……

随后，越来越多的国货将新技

术新潮流融入品牌文化，以全新的

姿态亮相，而传统文化及东方美学

也借助现代工业、科技力量，与多元

文化融合、推陈出新，并转化成具体

的品牌和产品，在各个领域以各种

形式大放异彩。

比如，百雀羚化妆品、北冰洋

汽水、回力运动鞋等“老品牌”以全

新的方式回归市场；在手机行业，

OPPO与故宫联合推出以“宫墙红”

为主色调的定制款手机；在汽车领

域，比亚迪推出“秦、汉、唐、宋、元”

系列汽车……

“我们是一家中国企业，所以想

用中国朝代命名这些汽车。还有一

个细节，比亚迪车上所有的按键都

用汉字。”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王传福说。

《百度2021国潮骄傲搜索大数

据》报告显示，“国潮”在过去10年

关注度上涨528%，2021年国货品

牌关注度达到洋货品牌的3倍。手

机、服饰、汽车、美妆、食品、家电依

次成为国货关注度增长最快的六大

品类。

不仅国货，一大批叫好又叫座

的国漫、国剧、传统文化IP等也实现

了新生。比如，越来越多年轻人自

信地穿着汉服走上街头，李子柒

在网上的走红更是成为一种文化

现象。

把考古发掘融入“拆盒”过程的

“考古盲盒”、制作精美的中国各朝

代服饰和影视剧、传统元素与现代时

尚结合的工艺品……在今年9月的

第十七届文博会上，各类文创类“国

潮”产品尽显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清华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教授

胡钰认为，“国潮”不仅是国货之潮，

也是国力之潮，更是国运之潮。“国

潮”有很重要的三个元素支撑着它，

一个是民族文化，一个是国货品牌，

再一个是青年力量。

“更自信的Z世代”是推动“国

潮”热的重要因素。“这一代年轻人

对国货的态度，已经慢慢完成从排

斥到欣赏的转变。特别是‘新疆棉’

事件后，一些力挺新疆棉的民族品

牌虽然失去了海外订单，但得到国

内消费者的广泛青睐。”361度品牌

事业管理中心总经理郑业欣说。

“乱象”多多 隐忧浮现

毋庸置疑，“国潮”正热。但目

前市场上不少以“国潮”为卖点的产

品，实际上在设计、质量、品牌内涵

等方面都存在着诸多短板。此外，

一些厂商蹭热度、赚快钱、搞抄袭，

炮制出粗制滥造的“伪国潮”产品。

吴洪指出，这不仅不利于中国

品牌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还会带来

各种问题。

给自己贴民族标签、砸钱营销、

借重大灾害或特殊事件博取民众好

感……这是当下不少“国潮”品牌营

销采取的手段。有些品牌借热门事

件，甚至一度成为人们心中的“民族

品牌之光”，但是热度一过，又因为

设计老气、产品质量等问题而被市

场甩开。

品牌联盟董事长王永认为，对

于品牌来说，“国潮”是催化剂，但如

果你只有催化剂，没有扎实的内功，

这个催化剂也发挥不了太长时间的

作用。

“现在老百姓是越来越理性了，

品牌靠所谓的情怀和宣传，或许可

以收割一波流量，但这个事情是不可

持续的。归根结底，还是要给客户提

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才是品牌

的根，不能够本末倒置。”王永说。

另外，为了紧跟“国潮”热度，不

少商家只是将仙鹤鹤、祥云纹、汉字

等东方文化元素，进行“生拼硬凑”

和无意义堆砌，就打出“国潮”标签

进行售卖，丝毫不考虑这些元素和

产品文化是否契合。

“这些急于求成的‘伪国潮’，难

以保证产品的品质。”吴洪表示，不仅

如此，这些产品缺乏对传统文化的深

刻理解，导致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等

于传统图案”的刻板印象，也缺乏与

前卫时尚的“潮”式呼应，淡化甚至

歪曲了传统文化的本来寓意。

为了赚快钱，一些所谓的“国潮

品牌”甚至走上歧途。有的造假，有

的抄袭其他品牌的原创设计，极大

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和行业的健康

发展。

以美妆行业的口红为例，在天

猫搜索关键词“中国风口红”，有超

过2000件相关商品；在京东上，则

显示了超过1万件的产品，仅“中国

风口红套装”这一栏的数量就超过

5000件。

这些产品大多相似度极高，放

眼望去，满是仙鹤、牡丹、凤凰等浓

郁的“国潮”元素，部分产品如果不

看产品商标或名称，甚至难以区分。

让“国潮”真正赋能中国品牌

专家表示，“国潮”热让人欣喜，

它让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征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能

量。但一定要戒除浮躁、狭隘和唯

利是图等心理，踏踏实实做产品，这

样“国潮”才能迸发出持久生命力。

事实上，借助“国潮”发展的大

趋势，不少品牌已经成功打响了自

己的知名度，实现了过去难以企及

的营收。但直到今天，不少产品的

品质及研发与国际一流品牌相比，

仍有巨大差距。

有专家表示，任何优质品牌的

塑造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有

沉下心来，持续不断地在“国”的深

层意蕴中汲取营养，在求同存异中

进行“潮”的推陈创新，“国潮”才能

真正发扬光大。另外，也一定要防

范打着“国潮”旗号的拜金主义和浮

躁症，避免陷入一切向“钱”看，为牟

利不惜采取“抄袭”“炒作”等手段的

怪圈。

北京艺术博物馆馆长王丹认

为，“国潮”需要进一步挖掘，而不是

跟风。可以在中华文化传统文化中

融入世界文化元素，“中华文化是包

容的，充满自信的文明会在保持自

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

收各种不同文明。”

“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社会，

传统文化也要结合现代的审美需求，

才会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吴洪表

示，“国潮”发展需要对中国传统文

化进行提炼和升华，同时也需要保

持开放心态，不能闭门造车。

“真正优秀的品牌，是能够突破

地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更

普遍的影响的。”谈及“国潮”品牌的

发展方向，有专家如是说。

本报讯 近日，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

究所发布《黄河流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白皮书

（2021年）》。该白皮书对黄河流域各地“十

三五”期间的工业发展质量进行了评价研究，

并分析了近五年来各地产业结构变迁以及主

要指标与长江流域的对比情况。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韩建飞表示，黄河流域产业结构整体偏重，

9个省（自治区）主导产业多为化工、有色、能

源等产业。在生态保护的发展前提下，产业

转型升级成为唯一选择。

经评估，“十三五”期间，黄河流域工业高

质量发展总指数均值为31.8，低于长江流域

9.7个点。其中，技术创新指数与长江流域差

距最明显，低于长江流域20个点。

从研发经费投入看，2017年之前，黄河

流域研发经费约为长江流域的60%，而到

2019年，黄河流域工业企业研发投入经费

2806亿元，仅为长江流域的一半。“黄河流域

研发投入不足，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任重道

远。”韩建飞表示。

今年10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提出黄河流域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在此目标下，黄河流域工业

的转型升级成为必然选择。

韩建飞认为，黄河流域要加强传统优势

产业的绿色改造升级，构建全生命周期的循

环经济产业链；加强传统优势产业的科技创

新，支持优势企业在传统业务的基础上进军

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

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推动既有产业

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刘育英）

陕西“口岸经济”助力双循环
本报讯 “今年，陕西省口岸建设运行起

步稳健，发展良好。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

稳步增长，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量、重箱

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前列，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建设取得实效。”陕西省政府口

岸办公室原专职副主任陶绍卿日前表示。

据介绍，2021年 1月～11月中欧班列

“长安号”共开行3520列。中欧班列西安集

结中心构建了“襄西欧”“徐西欧”等15条

“+西欧”集结线路，实现了与长三角、珠三

角、京津冀、晋陕豫黄河三角洲等地的互联

互通，集结中心作用显著增强。

今年出台的《陕西省口岸发展“十四五”

规划》中提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强化

口岸国内国际双循环交汇点定位，统筹推

进口岸和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国际贸

易大通道建设发展，加快形成口岸发展新

格局。

“2022年，陕西省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

目标计划突破3100亿元，同比增长9%以上；

区内入驻企业数达330家，同比增长10%以

上。”陕西省商务厅口岸处处长张东升表示，

未来将提升该省综合保税区管理机构招商能

力，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主动承接

东南沿海开放型经济的产业转移，重点帮助

和支持新设综合保税区在大企业、大项目的

招商工作方面取得新突破。

（张一辰）

□ 特约记者 龙 敏

装饰圣诞树五颜六色的灯饰，

盛热红酒的陶瓷杯，送给孩子的糖

果玩具等节日礼物……随着感恩

节、圣诞节等西方传统消费节日密

集到来，尽管海运费用上涨、运力短

缺等给外贸带来一定影响，产于福

建泉州的“中国制造”“出海”势头依

然强劲。

面对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等挑战，福建今

年外贸仍快速增长。福建省商务厅

日前表示，福建今年出口有望超过

1万亿元，步入外贸强省行列。

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起点，素有对外开放的传统。我

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福建已经逐

步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经济相对滞

后的省份发展成了一个以新兴产业

为引领、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省份。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去年该省4.39

万亿元的经济总量中，外贸进出口

逾1.4万亿元。

据福州海关披露，今年前10个

月，福建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5,193.2

亿元，同比增长33%，外贸进出口总

值已超过2020年全年。其中，进出

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高于全国

10.8、7.1、16.1个百分点，进口增速

居东部沿海主要省市第一，进出口、

出口增速位居第二。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专家黄茂兴

表示，持续加快培育新型贸易方式，

推动福建省从外贸大省向外贸强省

转变，实现了全省外贸发展稳中向

好、稳中提质，有力促进了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

随着自贸试验区、“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建设持续推

进，福建外贸进出口规模屡创新高，

全国份额稳步提升，经营主体明显

壮大。2018年到2020年，福建省

外贸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同比增

长13.6%、11.2%和 17.5%，增速分

别高出全国8.0、2.0、16.0个百分点，

出口、进出口规模分别保持全国第

六位、第七位，进口规模从第八位提

升至第七位。

福建实施助力万企成长三年行

动，鼓励培育工业企业拓展外贸业务，

培育壮大了外贸经营主体。2018年

以来，福建外贸企业新增13,651家，

净增3303家。2020年，福建省有进

出口实绩企业达2.6万家，其中有出

口实绩企业达2.2万家。

掘金新市场成为福建外贸的突

出特点。近年来，线上非洲市场推

介会、福建与柬埔寨经贸合作网络

推介会、福建与俄罗斯经贸合作网

络推介会等纷纷举办，推动福建企

业稳住东盟和美欧日等传统市场，

并大力拓展南美洲、大洋洲、非洲等

新兴市场。

如今，在福建外贸市场格局

中，新兴市场占比已从2018年的

17.0%提升至2020年的20.8%，“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占比已

由 2018年的31.7%提升至2020年

的34.7%。

福建中武电商公司相关负责人

认为，面对欧美市场的低迷，福建企

业应加快布局非洲等新兴市场，深

化多元贸易，培育经贸新增长点。

作为对外贸易的一种新业态、

新模式，跨境电商已成为福建推动

外贸转型升级的新动能。福建正加

快福州、厦门、泉州等6个国家级跨

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试点城市建设，

积极布局海外仓，已在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建设100多个海外仓，总面

积超100万平方米。福建已跃升为

中国三大网货制造基地之一。去

年跨境电商销售额249亿元，同比

增长22倍。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出口企

业普遍反映，面临退单、交付难、接

单难等诸多难题，陷入“有单无力

接”“有单不敢接”的窘境。福建精

准施策，制定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

持续稳定畅通外贸产业链供应链，

稳住外贸“基本盘”，2020年6月以

来进出口持续18个月实现正增长。

福建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步入“十四五”，福建将继续深化

贸易领域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

和业态创新，稳定产业链、拓展需求

链、畅通供应链、保障资金链，提升

“福建制造”“福建服务”国际影响

力，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

今年前10个月，福建外贸进出口总值为15193.2亿元，同比增长33%，
外贸进出口总值已超过2020年全年

我国前我国前1111个月货物贸易个月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超去年全年进出口总值超去年全年

海关总署12月7日发布数据，今

年前11个月，按人民币计价，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35.39万亿元，同比

增长22%，比2019年同期增长24%，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32.16万亿元水

平。图为在江苏连云港港口码头拍摄

的大批集装箱（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耿玉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