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一小贩近日被城管套头

殴打，打人视频在网上热传。画面显示，面对过路市

民的劝说，执法人员“理直气壮”、打不停手，引发网民

热议。事后，虽然官方已公开道歉，但部分城管工作

人员暴力执法的顽疾如何根治，值得深入思考。

城管人员执法简单粗暴，不仅败坏政府部门和城

市形象、破坏法治氛围，还加深社会矛盾。就兴义这

次事件来说，据当地有关部门回应，城管在执法过程

中没有控制好情绪引发冲突。

很多时候，城管执法面对的纠结是城市病的体

现，而执法尴尬的根源则在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和

制度保障。近些年，城管执法工作中职责边界不清、

管理方式简单、服务意识不强等问题凸显，导致“下跪

式执法”“碰瓷式执法”“眼神执法”等奇葩的执法方式

层出不穷，执法部门和公众对改善城市管理、提升执

法水平都有迫切的需求。

依法履职才能让人心服口服，才能修复公众信

任。心中有法、行动依法，做好对流动摊贩的服务、指

导和教育，才能化解对立情绪，规范摊贩经营活动，确

保城市功能健康有序运转。

前不久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

执法体制改革 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为城

市管理工作开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药方”。意见要求，在

杜绝粗暴执法和选择性执法、保证执法公信力等层面规

范执法制度、改善执法方法，提升城市管理效能和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各地城管部门只有严格落实中央要求，

才能自觉让依法履职的理念、文明执法的要求、为民服

务的宗旨融入每一次执法行动中。 （据新华社）

城管依法履职才能走出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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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8日，小朋友跟熊猫回收箱合影。当日，
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世纪广场和淮海公园，共计
800只熊猫造型的旧衣回收箱亮相，等待市民“喂
食”旧衣物、纺织品和鞋帽。这项“旧衣做公益，环
保我做起”大型公益环保行动，旨在倡议市民不要
随意丢弃旧衣。

活动方承诺将回收到的品质较好的旧衣服经
过清洗消毒后捐赠给贫困地区有需要的人群，同
时将残旧衣物进行科学的高值化再生利用。而数
百只萌萌的大熊猫也蔚为壮观，吸引了众多市民
和游客驻足留影。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大熊猫”街头“食”旧衣

1月 8日，在泰国曼谷，一名女孩与一个皮卡
丘吉祥物在活动上合影。

“口袋妖怪——2016 皮卡丘之舞派对”活动
于1月8日至10日在泰国曼谷举行。

新华社发（拉亨摄）

泰国举行皮卡丘派对

1月8日，游客展示刚刚“抢”到的大鱼。
北纬 45°，清晨 7点，零下 25℃。每年 12月

末开始，每天有近两百名渔民准时齐聚吉林省松
原市查干湖冰封的湖面上，他们沿用最原始的方
式捕鱼，传承着近千年的渔猎技艺。

在查干湖，冬捕是一门家传手艺，蕴含古代劳
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渔民先用冰锥在湖面上凿出
几百个冰洞，然后利用穿针引线的原理将几千米
长的渔网按照冰洞间的连线形成合围，再用马拉
绞盘收网捕鱼，一整套工序与千百年前无异。

新华社记者 张楠摄

吉林查干湖冬捕

1月10日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南
京地区最后一趟“绿皮火车”，被旅客称为“小清新
之旅”的 7101/7102次普客列车也将退出历史舞
台。许多旅客在拍照留念。

据了解，这趟列车全列硬座 8节，定员 940余
人，往返于南京至黄山之间，全程 371千米，运行
8小时42分，由上海铁路局南京客运段担当乘务，
沿途停靠有马鞍山、芜湖、宣城、宁国、绩溪县、歙
县、黄山站，以及沿途近二十个区间小站。

旅客惜别“小清新”

从“80后”到“00后”，有个网络用语非常热络，叫

“剁手党”。

关注中国经济的人，有个新词值得研究，叫“新

消费”。

微观看，“新消费”究竟“新”在哪里？目标人群在

哪里？该怎样“提速”？

宏观看，这个潜在的体量或达万亿元级的“新消

费”市场能否成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下一个“风口”？

无论关心中国经济，或者关心我们自己的“福

利”，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新消费”能否成为经济“新风口”？

今天中国消费者还会抢购电视机？这不是虚构

的故事。

去年“双十一”和“双十二”购物节，四川成都创业

公司极米科技研发生产的无屏超级电视——3D 智能

投影电视——遭遇疯抢，两天时间销售额过亿元。“我

们强烈感受到消费者对智能产品的渴求。”极米科技

电商总监何淼说。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类似消费热潮只是冰山一

角。以智慧家居、智能电子、文化体育、旅游休闲等为

代表的新消费近年来正在强势崛起。

据阿里巴巴统计，去年“双十一”当天，仅体育用

品网购成交额就超过 44亿元，同比上涨 55％，成交用

户数增长约六成。

国际知名调查公司麦肯锡数据显示，2014 年，中

国网络游戏市场超过土耳其乘用车市场 2亿美元，中

国 SPA市场超过波兰乘用车市场 1亿美元。

数据显示，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正在由生

存 型 向 发 展 型 、由 物 质 型 向 服 务 型 、由 传 统 型 向

新 型 消 费 升 级 ，并 且 这 一 趋 势 越 来 越 明 显 、速 度

越来越快。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

库 CEO 汤继强将这一现象比喻为“经济温差”。“在去

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压力下，人们都在说‘冷’，但

我感觉到‘新消费’领域热气腾腾！”

——现状——
“新消费”到底有多火？

搁过去，说“跑步”是“消费”，一定被视作天方夜

谭。今天，却少有人会提出质疑。

并非田径强国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跑步大

国”。全民健步走、慢跑热刺激着民众对马拉松运动

的参与热情。去年，中国共举办了超过 130场次的马

拉松及相关赛事，全年累计参赛人数达 130万。

庞大的跑步人群让举办马拉松在中国各个城市

“高热不退”，可不光为挣名气。举办个赛事，后面跟

着一串儿投资机遇：环卫、安保、设施、转播、广告、酒

店、餐饮……

体育经营者更会看中奔跑者从上到下的各色行

头：空顶帽、太阳镜、腰包、跑表、衣服、护具、跑鞋。

这一点，看看有多少人为了计步而购买了小米手

环、三星 Gear、索尼 Smartband 等智能穿戴设备，就一

目了然了。

尼尔森中国区体育产业研究副总裁张霖说：“美

国每年举办的马拉松赛事超过 700场，能完赛‘全马’

的人数大概是中国的 7－8倍。中国运动市场的发展

潜力仍然非常巨大。”

类似可投资领域还有很多。

以旅游业为代表的高品质休闲消费，正在成为稳

增长及社会投资的重要标的。数据显示，去年旅游业

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贡献率已双双达到 10％。

以新能源汽车、智能设备为代表的科技型消费有

望加速井喷。2015 年前 10 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

同比增长 2.9 倍。在治理空气污染等现实挑战下，以

电动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还有更大成长空间。

……

中国消费升级刚刚起步，新消费市场刚刚打

开，多样化消费带动全方位投资的涡轮刚刚启动。

若参照同类国家 60％左右的消费率，中国目前 50％

的消费率水平至少还有 10 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按 2014 年约 64 万亿元的 GDP 总量估算，这意味着

有超过 6 万亿元的消费动能，有望成为稳增长的投

资“风口”。

问题的关键是：谁能把握住这些“新消费”？谁能

留住如此规模的“新消费”？

得承认，与国际水平和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消

费升级仍有较大差距。说到这个问题，只提两个关键

词就够了：马桶盖和婴儿奶粉。

——趋势——
“新消费”催生新的投资热点

家住安徽合肥的“80 后”“宅女”吴佳雯，不久前

刚从网上购置了扫地机器人。“虽然这些智能家居用

品不能完全取代人工劳动，但也是提高生活品质的方

式。”吴佳雯说。

吴佳雯消费单上，还有更多非传统意义上的必需

品：手工甜点、高端零食、iPad 和 Kindle，还有宠物猫

饼干和营养液。

对上世纪80年代前出生的人而言，“小众”更多意

味着“不易被接受”。对吴佳雯和比她更年轻的“90

后”、“00 后”来说，“小众”才显“个性”，是消费的“王

道”。这个时间段在中国出生人群总数已经达到4亿。

人口学统计显示，典型的家庭消费高潮一般出现

在家庭中的抚养人步入 46岁时。这对应了那些育有

“90后”和“00后”的家庭。而“80后”们已纷纷届入而

立之年，成为社会中间阶层，自身就拥有强大的消费

能力。

首都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与研究中心副主任尹志超认为，中国年轻一代可以使

用前代聚集的财富，具有较高消费倾向和超前消费意

愿，追求在产品形成和消费中的参与感。“这种变迁正

在带动消费品类的变化”。

麦肯锡一份报告测算，到 2022 年，中国年收入在

6万—22.9万元人民币的中产阶层占总人口比例将超

过 75％。“中产阶层购买力及接受国内外新品牌、新

生活方式的态度和敢于尝鲜的性格，正在重塑中国消

费市场。”

中国消费经济学会会长杨继瑞表示，中国进入

“新消费”时代“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更反

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健康发展积累的韧

性与活力”。

“新消费”都受哪些人青睐？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禾）日前，由中国环境报社

主办，中国环境报社影视新闻中心、重庆环鼎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承办的“全国青少年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

主题百部微电影、动漫作品拍摄、展播与评选系列活

动”在北京启动。

据悉，活动将向全国征集以生态环保为主题的儿

童微电影剧本、动漫创意，并以此组织专业拍摄制作

团队，每年创作微电影、动漫作品各 100 部。优秀作

品将在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络和智能手

机等播出。

主办方将邀请环保部、影视专家等举行创作研讨会

和评奖等。该系列活动每年举办一届，首届活动时间是

2016年1—12月。主办方还将联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专业机构，组成评选

小组等，对过去一年所展播的微电影及动漫作品进行评

选、颁奖等。入选剧本和创意，均有相应奖励。

全国青少年生态环保微电影活动启航

科技日报讯 （记者段佳）当科学邂逅艺术，会迸

发出怎样的火花？当科学交织梦想，又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精彩？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倾力打造的年

度大型平民真人科学实验秀——2015 北京科学达人

秀年终总决赛，于 1 月 7 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首都师范

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火爆开演。

2015 北京科学达人秀以“将科学秀出来”为主

题，将科学与艺术结合，给科学插上艺术的翅膀，让严

肃的科学在舞台上动起来，从而传播科学知识，弘扬

科学精神。2015 北京科学达人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

集结科学达人，经一年的选拔和积淀，来自不同地域、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阶段的 8 组选手成功晋级，并将

在年终总决赛的舞台上为争夺“2015 年度科学达人”

展开激烈角逐。

决赛的评审从科学主题、表演表现、视觉效果、体裁

创意四个方面进行打分，经过参赛选手们的激烈角逐和

评委们的认真评判，来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玉龙小段工

作室的“照亮雾霾深处”获得2015年度北京科学达人秀

总决赛冠军，来自山西科技馆的“神奇的气流”与湖南科

技馆的“科技新播报”分别获得亚军和季军。

“照亮雾霾深处”夺冠2015北京科学达人秀年度总决赛
科技日报讯 （记者林莉君）1 月 11 日，全国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工作会在京召开，记者从此间获悉：目

前，我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总数已达 11.6

万项，覆盖一二三产业和社会事业各领域的标准体系

初步建立。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支树平回顾了

“十二五”期间质检科技取得的成果——筹建国家产业

计量测试中心15个，全系统实验室面积增长573%。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国家规划目标的25倍，形成了

以总局直属4个研究院和870个国家质检中心、国家检

测重点实验室为龙头的检验检测体系。质量技术基础

专项成为科技部优先启动重点专项之一，更新13项国

家计量基准，批准国家标准物质622种，批准发布国家

标准 1931项，筹建和成立国家质检中心、国家检测重

点实验室63个，争取国家级科技计划经费2.2亿元。

支树平表示，2016 年要充分利用质检技术优势，

为落实“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

大任务发挥积极作用。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产业的标准体系

科技日报讯（记者胡唯元）中关村创业大街迎来

一家以创新设计为驱动的新型创新孵化平台——洛

可可创新设计集团旗下可可豆创新孵化平台。1月 6

日，可可豆以“遇见梦想、播种未来”为主题举办开业

仪式，国内行业专家、投资人、创业领域大咖、创客明

星代表共同见证了这一时刻。

据介绍，可可豆以创新设计为驱动，构建从创意

到产品，从产品到营销，从营销到价值提升的创新孵

化平台，可可豆落户于中关村创业大街，以智能产品、

互联网产品、服务产品、文创产品、快消产品为主体，

为创客提供优质的创新创业服务。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刘晖、北京众创空间

联盟秘书长刘志广、达晨创投合伙人傅仲宏、海置科

创董事长姚宏波、五维科技创始人潘巍松与 LKK 洛

可可创新集团创始人贾伟一起为可可豆的开业拼上

象征创客力量的图腾。贾伟在活动现场讲述自身创

业经历，从 11年前 500元租一个工位到如今发展到全

球布局 30家分子公司，诠释了创客精神。

中关村创业大街再添生力军

有段子说，三个苹果改变了世界。分别是伊甸园

里夏娃偷吃的那个、砸中牛顿脑袋的那个和乔布斯创

造的那个。乔布斯的“苹果”已成为供给引领需求的

典型案例。

以消费电子行业为例，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第一

大消费市场，但产业发展却还处在跟随者、追随者的

地位。过去 10 多年，这个领域的引领性创新几乎全

部出自美韩等海外企业。

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新消费”领域的一个主要矛

盾是，供给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兴主流消费群体的需求

升级。壮大新消费需要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

这就又会提到一个很火的经济学概念：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

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

——思考——
撬动“新消费”，该怎么发力？

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要在供给侧发力，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不能再依靠政府刺激现有需求拉动短期

消费。

中国经济决策者已经注意到“新消费”可能聚合

的能量。去年 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发挥新消

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

提出，要创新并扩大有效供给，引导企业更加积极主

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实施企业技术改造提升行动计

划，增加优质新型产品和生活服务等有效供给。

“当前消费供给的严重短缺是释放消费动能必须

解决的突出矛盾。”杨继瑞表示，应当从迎合消费升级

转型方向的角度来创新和加大消费供给，提高消费供

给效率。

尹志超表示，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着力重

点应该是，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清理不合理的制度

性障碍。要倒逼企业提高产品的服务和质量，同时还

可调整税收政策助推消费升级。

海外购物显示海外购物显示““新消费新消费””需求强劲需求强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