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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二届链博会G

如今，汽车已不仅仅是一种代步工具，而是变成除了家和办公室以外的“第三生活空

间”。随着汽车保有量的稳步增加，衍生品的发展空间广阔。因此，各方要抓住商机，不断

创造衍生品消费新场景，在确保安全性、可靠性的前提下，为车主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服

务体验。

阅 读 提 示本报记者 陈曦

趴在中控台上的可达鸭摆件，皮卡丘造

型的头枕和腰靠，绘有杰尼龟图案的车载烧

水壶……近日，辽宁大连消费者小徐告诉记

者，今年 5月，她在购入一辆新能源汽车后，对

爱车进行了一番“装修”。“看着车里越来越漂

亮，出门上班更有动力了。”小徐说。

近年来，“悦己经济”崛起，消费者选购商

品时，除了关注实用性之外，也关注自身的情

感需求和个性化体验。《工人日报》记者调查

发现，这股风潮也刮到了汽车衍生品市场，尤

以新能源汽车最为明显。小到挂件、玩偶、无

线麦克风，大到车载冰箱、电饭煲，随着越来

越多生活用品出现在车内，汽车变成了一个

移动的“家”。

汽车衍生品备受车主青睐

购车之后，小徐解锁了不少新体验。前

不久，为了跟闺蜜去郊区露营，她在网上购置

了简易幕布、车载投影仪、电源适配器，精心

打造了一个“私人移动影院”。

“我们白天在草地上野餐、做瑜伽，晚上

回到车里，用烧水壶自制了奶茶，打开投影放

起科幻大片，好不惬意！”小徐说，虽然这套设

备的价格不便宜，但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放

松，因此觉得很值。

对于经常出外景的摄影师王先生来说，

车载冰箱是夏天必备的好物。

“有了冰箱之后，随时都能喝到冷饮，全

家出去自驾游，还可以在冰箱里放一些水果、

雪糕。”王先生告诉记者，他购买的冰箱容量

为 12L，直接插进点烟器口就能取电，使用起

来很方便。

行业研究平台产业在线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3 年中国压缩机车载冰箱销售规模达

415 万台，在冰箱冷柜产业各品类中遥遥领

先，已经连续 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检索发现，车载冰箱

的价格少则一两百元，多则三四千元。此外，

充电式车载胰岛素冷藏盒、“背奶妈妈”专用

母乳冷藏箱等细分品类也销售火爆，有的商

品销量已过万。

除了车载冰箱等大件，一些车载小商品

也颇受欢迎，不少蔚来车主为车载智能助手

NOMI 购入了各式各样的帽子，让车辆更有

个性。

此外，除了专营汽车用品的商家外，不

少车企也纷纷跟进，推出带有品牌特色的衍

生品。例如，小米汽车上线了前风挡遮阳

伞、便携充放电枪、K 歌麦克风等产品；小鹏

汽车开发了车载香薰、冰箱、吸尘器等；理想

汽车打造了副驾单人充气床垫、车载投影仪

等产品。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

研究员张翔表示，汽车已不仅仅是一种代步

工具，而是变成除了家和办公室以外的“第

三生活空间”，能满足出行、休闲、社交等多

样化需求。

情绪价值引领消费新潮流

“衍生品市场的崛起，与汽车的新能源转

型密切相关。”张翔告诉记者，一方面，燃油车

的电瓶电压通常为 12V，难以为冰箱、电饭煲

等大件电器充电，而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包足

够大，可以支撑更多电器运转。另一方面，新

能源汽车往往空间更宽敞、配置更丰富，给热

爱“装修”的消费者提供了发挥的空间。

从消费端来看，张翔表示，一方面，年轻

消费者越来越看重“情绪价值”，愿意为“小确

幸”买单。另一方面，自驾旅行、户外露营等

成为生活新风尚，大家待在车里的时间越来

越长，自然希望营造更舒适、温馨的环境。

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表示，一些商家捕

捉到这股新潮流，积极布局衍生品新赛道。

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不

少车企也开始在衍生品领域下功夫，希望以

此吸引年轻消费者。

最近，小徐经常泡在“车友社区”里研究

车品，跟其他车主交流“装修”心得。接下来，

她还打算购入车载香薰和车身贴纸。“父母有

时会唠叨，觉得我是多此一举，把车里搞得

‘花里胡哨’。但对我来说，这也是表达自我

和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小徐说。

统一的行业标准亟待建立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作为一个新兴领

域，汽车衍生品增长势头良好，但也正在经

历“成长的烦恼”。以车载产品中销量较高

的车载冰箱为例，在相关商品的评论区，时

常出现对质量问题的吐槽，例如噪声大、制

冷效果差等。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还有消费者反映，

自己购买的车载冰箱内部起火、冒出白烟，

而商家却无法回答失火的原因，只表示需要

更换电路板。当被质疑其产品存在安全隐

患时，商家表示发生故障会自动断电，但实

际上，从发现起火到手动断电，冰箱一直在

运行。

业内人士分析称，目前，就车载家电来

看，因为利润不够有吸引力，有经验的家电企

业较少涉足这一领域，而且车载电器与家用

电器在安全和性能方面的要求也不太一样，

从业者都是在摸索中前进。

钟师告诉记者，汽车衍生品兴起的时间

较短，不少品类尚未建立统一的行业标准，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这也导致消费纠纷时有发

生。但随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相关问题有

望得到解决。现阶段，商家应设立保修期、做

好售后服务，入局的车企在这方面也要谨慎，

避免质量瑕疵对品牌的伤害。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稳步增加，衍生品的

发展空间广阔，各方要抓住商机。”张翔建议

从业者瞄准需求，不断创造衍生品消费新场

景，在确保安全性、可靠性的前提下，为车主

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服务体验。

小到挂件、玩偶、无线麦克风，大到车载冰箱、电饭煲……

汽车衍生品生意何以越做越火？

本报记者 唐姝 赖志凯 肖婕妤 白至洁

展览面积由首届的 10 万平方米增至 12
万平方米、参展企业数比首届增长约 20%、

70 多项展品首发首展首秀……11 月 26 日，

第二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

称链博会）将在北京启幕，600 余家中外参展

企业、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政商学界

嘉宾汇聚一堂，共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

发展。

在这场以链为名、以链为媒的产业盛会

上，既可以看到最顶尖、最先进的技术及产品

竞相亮相，又能够听到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与

合作背后的生动故事。开幕在即，各大展商

热情高涨，期待借助链博会平台“链”上世界，

携手更广泛的合作伙伴，更好融入全球产业

链供应链体系。

聚链成群，扩大朋友圈

本届链博会参展国别近 70 个，世界 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超六成。在展台

分布和展区设置上，更加突出展链条、展生

态、展场景的“链式”思维，推动大中小企业聚

链成群、优势互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张少刚

表示，链博会更注重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的

长期合作和共同发展，展商之间不是“掰手

腕”抢客户，而是“手拉手”找伙伴。

相较去年，展商霍尼韦尔带来的实物展

品数量增加了近三分之一，其中包含多款根

据中国市场需求研发和制造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霍尼韦尔中国总裁余锋表示，看好中国

市场前景，企业所有业务集团均已落户中国，

希望在自动化、未来航空和能源转型等领域

携手与中国企业加强合作，积极融入中国经

济发展。

同样看好中国市场的还有链博会“新朋

友”赛诺菲。“中国市场是赛诺菲的第二大市

场，40 余年来，我们布局了从研发到生产制

造、供应、商业运营的全方位、一体化价值

链。”赛诺菲大中华区总裁施旺表示，借助链

博会与业界深度互动交流的契机，赛诺菲期

待在医药生态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延链强链，注入新动能

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工厂、先进的降碳减

排技术、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生活场景……

从日常消费到高端技术，全链全景展示、专业

化程度更强是本届链博会的一大特点。在首

届“五链一展区”——清洁能源链、智能汽车

链、数字科技链、健康生活链、绿色农业链和

供应链服务展区的基础上，本届链博会新设

先进制造链展区，将集中展示各个链条的新

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连续两届参展的伊利今年精心打造了集

参观、互动、品尝于一体的创意展厅，覆盖了

“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全产业链供应链生态

圈。“我们希望链博会能为促进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有序衔接、畅通高效注入新动能，也期待

以第二届链博会为契机，携手更广泛的全球

合作伙伴，加快构建富有韧性的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伊利集团副总裁徐克说。

“上届链博会我们挖掘‘棉’的历史纵深，

这次我们将更聚焦‘棉’本身。”展商稳健医疗

供应链高级总监吴克震介绍，本次展会企业

将以硕大的球形装置，展示全球棉花产业链

主要产区的国家分布，全力展示企业在棉花

产业中的创新和突破，以及如何“链”接原材

料生产基地、科研机构、战略伙伴、千万用户，

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强强联手，夯实供应链基

础，推动棉产业高质量发展。

凝聚共识，供应链变“共赢”链

中外企业以联合展台形式参展是本届链

博会的一大特色。

在智能汽车链展区，博世与小鹏汽车、力

拓集团和中国宝武钢铁集团，4 家中外企业

组成联合展台，展示了从原材料、零部件供应

到整车制造的汽车产业供应链上下游协同与

合作。

在博世中国总裁徐大全看来，在产业

转型和出海这样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大背景

下 ，链 博 会 的 举 办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

的市场而言，创新而稳健的供应链体系、产

业链上下游的协同与合作，是其持续成功

发展的关键。”

为更好促进供应链上中下游企业的长期

合作和共同发展，本届链博会主办方提前与

600 多家参展企业深度对接，收集了 300 多家

展商需求，点对点提供个性化服务，全方位促

进企业交流对接。

除了 75家世界 500强企业、83家中国 500
强企业，本届链博会还将有一大批“专精特

新”和“隐形冠军”企业，以及各国中小企业参

加。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

竞争力，本届链博会还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贸

易对接、技能培训等多项支持措施，让更多企

业依托链博会平台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体系，让链博会越“链”越广。

（本报北京 11月 25日电）

参展企业数比首届增长约 20%，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六成

链博会“链接”全球，助供应链变“共赢”链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5日电 （记者任军 吴雨）记者 25日

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自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设立

以来，多部门加强协同配合，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签约和

投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11月 15日，银行已与企业和项目签

订贷款合同近 4000亿元。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

委、金融监管总局召开会议，加力推进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

款政策落实。

会议介绍，各地方、各部门、各金融机构健全工作机制、细

化工作措施，加快实现清单内企业和项目融资对接“全覆盖”，

贷款签约和投放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11月 15日，银行累计与

1737个企业和项目签订贷款合同近 4000亿元，有力支持了初

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企业首贷和重点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

今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科技部等部门设立 5000 亿

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金融机构根据企业申请，参

考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的备选企业名单和项目清单，自主决策

是否发放贷款。对于在备选企业名单或项目清单内符合要

求的贷款，中国人民银行可按贷款本金的 60%向金融机构发

放再贷款。

根据会议要求，各银行机构将用好用足政策资源，对清单

内企业和项目做到“应签尽签、能投尽投”。

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加速落地

本报北京11月 25日电 （记者时斓娜）记者今天从商务

部获悉，该部会同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中国（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落地浙江。《方案》提出，立足

浙江自贸试验区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力争到 2030 年，初步

建成功能完备的大宗商品储运、加工、海事服务基地和贸易、

交易中心，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宗商品资

源配置枢纽。

为了实现上述发展目标，《方案》针对油气、矿石、粮食等

重点品种，围绕大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交易和海事服务等

5个方面，提出包括完善大宗商品储运基础设施、推动石化产

业延链补链强链、构建多层次的期现货市场等在内的 15项重

点任务，聚焦大宗商品全产业链开展集成创新。

《方案》明确，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

贸规则，持续推动大宗商品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全面增强

大宗商品资源配置能力。

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方案发布

本报讯 （记者刘旭）近日，辽宁省农业农

村厅印发《推动渔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

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将渔船设施设备纳入“两新”工作，

并计划 2027 年末前完成淘汰木质老旧渔船

（设备）2000艘（台、套）以上。

《方案》明确，淘汰老旧、木质渔船和对

海洋渔业资源破坏强度大的渔船，对新建钢

质或新材料渔船加大补助力度，对其中自愿

减船转产的渔船给予减船转产补助；对船上

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按照设备类型给予适当

补助。

对于国家数据库管理的木质非拖网渔船

更新改造成钢质非拖网渔船的给予补助，补助

费用不超过更新改造相关费用的 30%，其中小

于 12米的渔船补助上限为 5万元，大于（含）36
米的渔船补助上限为 100 万元。申请补助的

渔船应在取得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渔船

建造完工后，依法取得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

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和渔业

捕捞许可证，于 2027 年底前向渔业主管部门

提出资金补助申请。

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

质省管临时证渔船、木质市管特定证渔船实

施减船转产的，分别按 7000元/千瓦、5000元/
千瓦、3000元/千瓦标准予以补助。

此外，补助支持范围也包括生产用海洋

宽带设备、防污染设备、制冷保鲜系统、安全

救生通导设备等船上设施设备更新改造。

辽宁将渔船设施设备纳入“两新”工作

本报讯 （记者周怿）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今年 1月~9月，小微企业享受税费减免 9461亿元，同比增

长 6.7%。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全国小微企业税负明显减

轻，经营持续向好，活力有效释放，发展信心不断增强。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小微企业税负为

1.65%，同比下降 9.6%。其中，主要行业税收负担显著减轻。

前三季度，占比约四成的批发零售业税负为 1.09%，较 2019年

下降 26.6%；建筑业、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税负分别为

1.67%和 2.56%，较 2019年下降 19.8%和 16.3%；住宿餐饮、交通

运输、居民服务、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税负大幅下降，较

2019年降幅在 40%上下。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增强了小微企业发展信心，近年

来，小微企业数量不断增加。2019年~2023年，全国新办小微

企业累计近 5000万户。今年前三季度，新办小微企业 1245万

户，同比增长 4%。

税收数据显示小微企业税负进一步减轻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经过为期一年半的全面治理，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数据质量提

升行动取得显著成效。通过系统治理，各地信用监管数据质

量显著提升，以前常见的数据项不全、年报数据零值率偏高、

数据不合逻辑等问题得到较好治理，每月监测的数据问题率

从 1.54%下降到 0.22%，全国数据质量平均评分从 95.8分上升

到 99.41分。

为解决企业信用监管数据不全面、不准确、不规范等突出

问题，推进信用监管与智慧监管深度融合，2023 年 4 月，市场

监管总局部署在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信用监管数据质量全

面提升行动，在健全完善数据管理制度、推动问题数据整改、

拓展数据应用、助推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据悉，市场监管总局组建专家咨询组，充分利用数据监测

系统，加强对信用监管数据质量的监测排查，累计检查数据

375.01亿条，发现问题数据 43.81亿个次，及时反馈相关单位，

推动问题数据整改清零。

企业信用监管数据质量显著提升

11月24日，纺织工人在重庆市黔江区高
新区一丝绸公司生产车间进行络丝作业。

黔江区依靠原材料优势建起多家丝绸企

业，延伸蚕桑产业链，加工丝绸产品，销往
海外市场，织出了新“丝”路。

本报通讯员 杨敏 摄

延 伸 产 业 链
织出新“丝”路

11月 24日，江苏连云港港煤炭码头一派繁忙景象。进
入冬季，为应对寒潮天气，连云港港与铁路运输部门密切配
合，优化工作流程，优先保证电煤船舶进出港，实行24小时不
间断装卸作业，确保寒潮期间各大发电厂发电用煤需求，保
障正常电力供应。 本报通讯员 耿玉和 摄

抢运电煤御寒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