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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海关总署
13日发布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货物
贸易进出口总值43.85万亿元，同比增
长 5%。中国外贸经受住多重挑战，规
模再创历史新高。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在国新办
当日举行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
效”系列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4 年 9
月底以来，新一轮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
若干举措相继出台，有力推动四季度外
贸实现11.51万亿元的季度历史新高。
尤其是 12 月份，当月进出口规模首次
突破 4 万亿元，增速提升至 6.8%，全年
外贸圆满收官。

进出口分开看，2024年，我国出口
规 模 达 到 25.4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1%。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机
电产品出口增长8.7%，占出口总值的比
重提升至59.4%。同期，我国进口18.39
万亿元，同比增长2.3%。服装、水果、葡
萄酒等民生消费品进口需求较为旺盛，
进口值分别增长5.6%、8.6%、38.8%。其

中，由于元旦、春节临近，12月份我国消
费品进口额创近21个月新高。

贸易伙伴方面，2024年，我国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22.07万

亿元，同比增长6.4%，占我国进出口总
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其中，对东盟
进出口增长9%，我国与东盟连续5年互
为第一大贸易伙伴。

贸易主体方面，2024年，我国有进
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近70万家，数量再
创新高。外贸“主力军”民营企业进出
口 24.33 万亿元，同比增长 8.8%，占我
国外贸总值的比重继续提升至55.5%。

分区域看，2024年，东部地区进出
口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79.7%，继续发
挥“压舱石”作用；东北地区进出口规
模连续 4 年创新高，2024 年为 1.25 万
亿元。

王令浚表示，当前外部环境更加复
杂，外贸稳增长面临严峻挑战，但我国
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的
基本面没有变，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
支撑因素依然稳固。“下一步，海关将按
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高监
管效能和服务水平，持续推动我国外贸
行稳致远。”

突破43万亿元！2024年我国外贸规模再创新高

1月13日午间，我国太原卫星发射
中心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
号运载火箭，以一箭十星方式成功将微
厘空间 01 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
功。我国2025年商业航天发射任务喜
迎开门红。

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是一型四级固
体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抓总研制，主要是为针对商业航天发射
任务而研制，它可以兼顾海上和陆上发
射。这一型火箭于2022年12月9日成
功首飞，迄今已完成 5 次发射，发射成
功率100%。

本次任务与之前有何不同？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专家高利军介绍，
为了更好完成此次任务，研制团队通
过总体优化和实施固体发动机性能提
升技术，进一步提升了火箭运载能力，
将其从过去的 1560 公斤提升至 1600
公斤，是历次任务有效载荷质量最大
的一次。

此外，针对冬季海上发射，研制团
队还为火箭“穿新衣”“开暖气”。高利
军说：“本发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整流
罩上面有一个保温衣，就像咱们的羽
绒服一样。另一方面在整个发射环境
中也增加了热风机，能够保证本发火

箭在整个过程当中都能保持适合的温
度环境。”

通过此次任务，研制团队有效验证
了火箭对海上严寒和冬季高空风恶劣
自然环境的适应性，有针对性地加强了
环境保障能力，采用了冬季弹道风修正
设计技术，多措并举确保火箭的环境适
应性。

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次发射都有创
新。高利军介绍，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研
制团队不断优化创新发射方案，通过5
次发射先后实现了国内首次海上热发
射、首次赴我国广东阳江附近海域执行
海上远距离机动发射、首次在山东海阳
附近海域执行太阳同步轨道任务等多
个“首次突破”。同时还承揽了国外卫

星搭载发射服务，实现了在技术和能力
上的不断跃升。

我国有许多陆地发射场，捷龙三号
运载火箭为什么却要选择海上发射呢？

总体来说，是为了应对不同航天
器对轨道的不同需求，火箭需要在不
同的位置发射才可以更好地利用其运
载能力。我国海岸线绵延千里、海域
幅员辽阔，用于发射的点位选择范围
非常大，可以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
选择，并且还可以解决火箭残骸落区
的问题。

就本次任务而言，这是捷龙三号运
载火箭首次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实施
低倾角轨道发射，在此点位实施低倾角
轨道发射任务，航落区安全性好，既能
节约海上航渡成本，也可缩短技术准备
时间，还能提升任务的经济性，为用户
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发射服务。

“2025年，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将继
续执行多次发射任务。”高利军说，研制
团队后续将结合市场需求持续降低成
本，进一步提升火箭经济性，不断增强
火箭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通过开展火
箭运载能力提升工作，进一步满足高轨
道、大重量的卫星组网和补网需求，更
好适应未来商业航天发展需求。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2025年商业航天首发看点解析

捷龙三号火箭“穿新衣”“开暖气”

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记者13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五部门组织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
术规范》，已于2024年12月31日正式发布，将于2025年9月
1日实施。

聚焦降低火灾事故隐患和危害、减少交通事故风险，新标
准强化非金属材料的防火阻燃性能要求，明确电动自行车使
用塑料的总质量不应超过整车质量的5.5%。同时，增加电动
机低速运行转矩、空载反电动势、电感值差异系数的要求，减
小车辆最大制动距离。

防范非法改装方面，新标准完善了电池组、控制器、限速
器的防篡改要求。此外，通过增加北斗定位、通信与动态安全
监测功能，方便消费者实时了解电动自行车关键安全信息。

为更好满足消费者日常出行需要，新标准适当放宽了个
别对安全性影响不大的指标。例如，将使用铅酸蓄电池的电
动自行车整车质量上限由55千克提升到63千克，不再强制
要求所有车型均安装脚踏骑行装置等。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考虑电
动自行车企业开展产品设计生产并完成检测和认证需要一定
的时间周期，新标准设置了8个月的生产过渡期。同时，新标
准额外给予2025年8月31日及之前按照旧标准生产的车辆
3个月的销售过渡期，便于符合旧标准电动自行车的消化。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强
化电动自行车行业管理，加大新标准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
产品本质安全水平。

新版《电动自行车
安全技术规范》发布

（
新
华
社
发
）

1月13日，在山东港口青岛前湾港，装载外贸集装箱的货轮停靠码头 （新华社发）

1月13日11时，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阳附近海域使用捷龙三号
运载火箭，成功将微厘空间01组卫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1月13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沈海高速广东佛开段首
个“光储充”一体化新能源服务区——址山新能源服务区正式
投入使用。 （新华社发）

广东建成高速公路新能源服务区

这是长武谢家河遗址的仰韶时期房址考古发掘现场（资
料照片）。

1月13日，陕西省考古学会在西安发布2024年度陕西六
大考古新发现，富平石川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长武谢家
河遗址、富平长春遗址、宝鸡魏家崖遗址、隋唐长安城安化门
遗址、西安北里王北宋范氏家族墓地入选。 （新华社发）

2024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西藏悼念地震遇难同胞
1月13日上午9时30分，西藏定日6.8级地震遇

难同胞悼念仪式在受灾最严重的长所乡举行。参与救
援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消防救援人员、公安民警、医
护人员、青年志愿者及有关企业员工、干部职工、震区
群众代表数百人，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默哀3分钟。

（新华社发）

相关链接▶▶ 定日县1分钟内发生两次余震

据新华社拉萨1月13日电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
测定，1月13日20时57分、58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先后发生4.9级和5.0级余震，震源深度均为10千米。

记者在距离震中约45公里的定日县委党校先后感
受到两次震感明显的地震。据西藏自治区地震局介
绍，这是7日西藏定日县6.8级地震后最强的余震。

定日县县长扎西顿珠介绍，这两次余震发生后，第
一时间与震中所在乡村联系，暂无人员伤亡报告，详细
情况正在排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