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3日凌晨，完成检修的动车组列车停靠在贵阳北动车所内（无人机照片）。
2025年春运将于1月14日拉开大幕。 新华社发“陆地航母”集结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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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3日电 针对近期民航选座额
外收费问题，中消协13日表示，“加价选座”不得成
为“行业惯例”。“加价选座”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违背了公平交易原则。

一些航空公司以所谓“行业惯例”为由，在选座
这一基本服务中引入加价机制，将靠窗、靠过道或前
排等座位锁定，要求消费者支付额外费用。有消费
者反映，值机时发现若不付费选座，免费可选座位寥
寥无几，甚至带未成年子女出行也难以选择相邻座
位，迫使他们不得不支付选座费。

中消协表示，航空公司售票时已经区分头等舱、
公务舱、经济舱，不同时间段购票还有不同的价格，
售票时已考虑了各种不同因素，消费者购票后理应
有权自由选择座位。航空公司将座位选择与额外付
费挂钩，迫使消费者额外支付费用，限制了消费者自
由选择权。

中消协认为，“加价选座”本质上是一种额外收
费行为。许多航空公司在这方面的规定模糊隐晦，
既不明确哪些座位需要加价，也不说明加价标准如
何制定，消费者在购票时缺乏充分的信息支撑，等到
值机时才发现想选的座位都需要付费。航空公司推
出“加价选座”模式，是经营者利用优势地位将原本
免费的基本服务变为自行创收的手段。不同舱位定
价不同是因航空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同，而经济舱提
供的服务是相同的，要求消费者加价选座本身缺乏
定价基础。

中消协表示，“加价选座”行为如果不加以遏制，
将影响整个消费市场的风气，其他商品或服务在一
定条件下，都有可能在定价之外另行区分情况加价
销售，侵蚀市场秩序，损害消费者权益。

“加价选座”
不得成为“行业惯例”

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中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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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腊八就是年”，自腊八节开始
全国各地过年的气氛更加浓郁。1月
12日，北京昌平沙河大集挤满了赶集的
人。人们携家带口，在集市中采购年
货，品尝美食，感受烟火气。

“每年春节前，我都会来这里赶集，
既能买年货，又能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北京市民周女士带着女儿一块赶集，她
说，集市上产品新鲜、便宜，还能提前感
受新年的氛围。

赶大集、品年味，地上铺满“福”字，
摊前挤满人，春节“氛围组”上线，灯笼
和对联让年货市场“红红火火”。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提振消
费”“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新春各
地的文旅活动、消费季、年货节热闹开
场，带动节前消费兴旺。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共同举办的
“2025网上年货节”在全国启动，各地、
各电商平台围绕春节期间餐饮购物、文
娱旅游等消费热点，线上线下融合，国
内国外联动，举办各具特色的配套活
动。

围绕品质“焕新”，福建、河南等地
推出“全闽乐购”“豫货通天下”等专场
活动；围绕非遗元素，陕西、厦门等地推
出“非遗民俗展演”“幸福嘉莲 儿时年
味”等特色活动；围绕全球好物，北京、
青岛等地开展“跨境优品”“上合云品
好品山东”等活动。

“以‘2025全国网上年货节’为引
领，各地各平台紧抓春节消费黄金期、
掀起网络促消费活动热潮，是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中
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

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说，“这种线上线下
相融合模式，在促进消费增长的同时，
也将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升级。”

“新型年货正获得年轻人热捧。”商
务部研究院电商所副研究员李峄认为，

“春节消费是拉动全年消费增长的重要
节日，属于高品质消费类别，能够更多
地释放消费，是基于文化、基于服务，基
于旅游的全链条传承。”

台前，花鸟书画、非遗民俗、戏曲演
出等“文化大餐”，在浓浓烟火气中有序
呈现；台后，云端推介、电商直播等新销
售形式屡见不鲜，传统的年俗节庆形式

迭代升级。在山东各地的农村大集，传
统文化与现代元素交织碰撞，民俗风情
与时尚潮流共融共生。

农村大集购销两旺，城市商圈同样
热力涌动。临近春节消费旺季，各地启
动新一轮消费券发放，以实际行动促进
消费回暖。湖北新春消费季活动将发
放消费券1亿元，优惠幅度达7.5折；宁
波宣布1月至3月将发放总额度约2亿
元的跨年迎新春消费券，涵盖汽车购新
消费券、二手汽车交易消费券、餐饮消
费券以及商超消费券等；河南将于今年
一季度围绕零售、餐饮、文旅、住宿等重

点领域再发放2亿元新春消费券；福建
拼抢经济“开门红”，安排3000万元对
个人消费者购买乘用车新车予以分档
补贴……消费券“诚意满满”，使用场景
更加丰富多元。

“发放消费券既能有效提振消费者
信心，又能促进消费增长和相关产业发
展，优化消费结构。”朱克力表示，要用
好消费券这一政策工具，各地各部门还
需从多个方面发力，精准定位发放领域
和额度，加强监管和效果评估。同时，
结合特色产业创新使用场景，以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

视线从商圈转向景区。新年伊始，
上海入境游迎来“开门红”，大批来自韩
国等地的游客“扎堆”来上海，海外社媒
平台上，在外滩等标志性地标建筑打
卡，制作旅游Vlog视频正在年轻人间
传播。

携程发布的《2025春节旅游市场
预测报告》显示，今年消费者出游意
愿空前高涨，国内游、出入境游全面
开花，均呈现增势。国人享受在海外
喜迎春节，外国人扎堆来过中国年，
出入境游预定订单同比翻倍。春节期
间，韩国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
452%。

上海社科院文旅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究员于秋阳表示：“把‘头回客’变成

‘回头客’，要围绕入境旅游打造一系列
精品，探索并提升入境游便利化措施，
结合入境游客检索和查询的偏好进行
线上线下融合的宣传推广，用自身的魅
力和风情吸引他们，以优质的服务留住
他们。” （人民网）

突破43万亿元

2024年我国外贸规模
再创新高

捷龙三号火箭“穿新衣”“开暖气”
——2025年商业航天首发看点解析

活力释放、场景升级

消费市场年味渐浓

1月12日，在沈阳市沈北新区的稻梦小镇，小游
客放烟花。

每到冬季，在沈阳市沈北新区的稻梦小镇，原本一
片片的稻田变成充满奇思妙想的冰雪乐园。新华社发

沈阳：稻梦小镇享冰雪乐趣

哈尔滨红专街早市，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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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