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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经要闻 

 2024 年 4 月份能源生产情况 

2024/05/17 10:00  来源：国家统计局 

 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以下简称规上工业）原煤、原油、天然气、电力生

产总体平稳。 

  

  一、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生产及相关情况 

  

  原煤生产降幅收窄，进口明显回升。4 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3.7 亿吨，

同比下降 2.9%，降幅比 3 月份收窄 1.3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1239 万吨。进口煤

炭 4525 万吨，同比增长 11.3%。 

  

  1—4 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 14.8 亿吨，同比下降 3.5%。进口煤炭 1.6 亿

吨，同比增长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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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油生产平稳增长，进口由降转增。4 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量 1747 万吨，

同比增长 1.3%，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0.1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58.2 万吨。进口原油

4472 万吨，同比增长 5.9%。 

  

  1—4 月份，规上工业原油产量 7095 万吨，同比增长 2.1%。进口原油 18207

万吨，同比增长 2.0%。 

  

  原油加工有所下降。4 月份，规上工业原油加工量 5879 万吨，同比下降

3.3%，3 月份为增长 1.3%；日均加工 196.0 万吨。1—4 月份，规上工业原油加工

量 24126 万吨，同比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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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生产稳定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4 月份，规上工业天然气产量

198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3.2%，增速比 3 月份放缓 1.3 个百分点；日均产量 6.6

亿立方米。进口天然气 1030 万吨，同比增长 15.1%。 

  

  1—4 月份，规上工业天然气产量 830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5.0%。进口天然

气 4300 万吨，同比增长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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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电力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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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生产增速有所加快。4 月份，规上工业发电量 6901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日均发电 230.0 亿千瓦时。1—4 月份，

规上工业发电量 29329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1%。 

  

  分品种看，4 月份，规上工业火电、水电、太阳能发电增速加快，核电由降

转增，风电同比下降。其中，规上工业火电同比增长 1.3%，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0.8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水电增长 21.0%，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17.9 个百分点；规

上工业核电增长 5.9%，3 月份为下降 4.8%；规上工业风电下降 8.4%，3 月份为

增长 16.8%；规上工业太阳能发电增长 21.4%，增速比 3 月份加快 5.6 个百分点。 

  

 

  

  附注 

  

  1.指标解释 

  



7 

  日均产品产量：是以当月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量除以该月日历天数

计算得到。 

  

  2.统计范围 

  

  报告中的产量数据统计口径均为规模以上工业，其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

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

算产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统计范围相一

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 

  

  3.数据来源 

  

  进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其中 2024年 4月份数据为快讯数据。 

  

  4.天然气单位换算关系：1吨约等于 1380立方米。 

  

 

  2024 年 5 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2024/05/14 09:30  来源：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 卓创资讯 

  

  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4 年

5 月上旬与 4 月下旬相比，29 种产品价格上涨，20 种下降，1 种持平。 

  

2024 年 5 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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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

位 

本期价

格

（元） 

比上期 

价格涨

跌

（元） 

涨跌

幅 （%） 

一、黑色金属         

螺纹钢（Φ20mm，HRB400E） 吨 3715.4 35.7 1.0 
线材（Φ8-10mm，HPB300） 吨 3889.7 38.9 1.0 
普通中板（20mm，Q235） 吨 3905.1 3.3 0.1 
热轧普通板卷（4.75-11.5mm，Q235） 吨 3825.5 -6.9 -0.2 
无缝钢管（219*6，20#） 吨 4493.1 37.5 0.8 
角钢（5#） 吨 3982.7 23.5 0.6 

二、有色金属         

电解铜（1#） 吨 80142.0 762.0 1.0 
铝锭（A00） 吨 20494.0 97.3 0.5 
铅锭（1#） 吨 17280.0 621.7 3.7 
锌锭（0#） 吨 23140.0 615.0 2.7 

三、化工产品         

硫酸（98%） 吨 345.1 -11.6 -3.3 
烧碱（液碱，32%） 吨 788.7 -0.2 0.0 
甲醇（优等品） 吨 2555.2 58.1 2.3 
纯苯（石油苯，工业级） 吨 8779.8 -35.7 -0.4 
苯乙烯（一级品） 吨 9460.3 -150.4 -1.6 
聚乙烯（LLDPE，熔融指数 2 薄膜料） 吨 8554.0 43.8 0.5 
聚丙烯（拉丝料） 吨 7557.3 -11.7 -0.2 
聚氯乙烯（SG5） 吨 5701.2 77.9 1.4 
顺丁胶（BR9000） 吨 13218.3 25.4 0.2 
涤纶长丝（POY150D/48F） 吨 7500.0 -89.3 -1.2 

四、石油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LNG） 吨 4302.1 120.0 2.9 
液化石油气（LPG） 吨 5093.9 39.0 0.8 
汽油（95#国 VI） 吨 9528.8 -226.2 -2.3 
汽油（92#国 VI） 吨 9238.5 -229.2 -2.4 
柴油（0#国 VI） 吨 7684.2 -194.1 -2.5 
石蜡（58#半） 吨 8270.0 -163.9 -1.9 

五、煤炭         

无烟煤（洗中块） 吨 1125.0 -10.0 -0.9 
普通混煤（4500 大卡） 吨 653.3 21.3 3.4 
山西大混（5000 大卡） 吨 751.7 23.8 3.3 
山西优混（5500 大卡） 吨 843.3 16.7 2.0 
大同混煤（5800 大卡） 吨 889.2 17.6 2.0 
焦煤（主焦煤） 吨 1975.0 50.0 2.6 
焦炭（准一级冶金焦） 吨 2012.9 157.1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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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单

位 

本期价

格

（元） 

比上期 

价格涨

跌

（元） 

涨跌

幅 （%） 

六、非金属建材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 袋装） 吨 358.8 6.9 2.0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 散装） 吨 300.3 -6.3 -2.1 
浮法平板玻璃（4.8/5mm） 吨 1701.1 -7.1 -0.4 

七、农产品（主要用于加工）         

稻米（粳稻米） 吨 4073.2 -7.1 -0.2 
小麦（国标三等） 吨 2587.7 -10.8 -0.4 
玉米（黄玉米二等） 吨 2266.5 -3.8 -0.2 
棉花（皮棉，白棉三级） 吨 16078.8 -242.1 -1.5 

生猪（外三元） 
千

克 
15.0 0.1 0.7 

大豆（黄豆） 吨 4587.5 59.5 1.3 
豆粕（粗蛋白含量≥43%） 吨 3461.2 126.3 3.8 
花生（油料花生米） 吨 8700.0 -50.0 -0.6 

八、农业生产资料         

尿素（中小颗粒） 吨 2296.2 56.4 2.5 
复合肥（硫酸钾复合肥，氮磷钾含量 45%） 吨 2994.4 -28.6 -0.9 
农药（草甘膦，95%原药） 吨 26500.0 42.9 0.2 

九、林产品         

天然橡胶（标准胶 SCRWF） 吨 13458.3 23.8 0.2 
纸浆（进口针叶浆） 吨 6428.6 41.7 0.7 
瓦楞纸（AA 级 120g） 吨 2623.6 -35.9 -1.3 

注：上期为 2024 年 4 月下旬。 

  

  附注： 

  

  1.指标解释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是指重要生产资料经营企业的批发和销售

价格。与出厂价格不同，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既包含出厂价格，也包含有经营企业

的流通费用、利润和税费等。出厂价格与市场价格互相影响，存在时滞，两者的

变动趋势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可能会出现不完全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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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监测内容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内容包括 9大类 50种产品的价格。类

别与产品规格说明详见附表。 

  

  3.监测范围 

  

  监测范围涵盖全国 31个省（区、市）300多个交易市场的近 2000家批发

商、代理商、经销商等经营企业。 

  

  4.监测方法 

  

  价格监测方法包括信息员现场采价，电话、即时通讯工具和电子邮件询价

等。 

  

  5.涨跌个数的统计 

  

  产品价格上涨、下降、持平个数按照涨跌幅（%）进行统计。 

  

附表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监测产品规格说明表 

  

序号 监测产品 规格型号 说明 

  一、黑色金属     

 1 螺纹钢 Φ20mm,HRB400E 屈服强度≥400MPa 

 2 线材 Φ8-10mm,HPB300 屈服强度≥300MPa 

 3 普通中板 20mm,Q235 屈服强度≥235MPa 

 4 热轧普通板卷 4.75-11.5mm，Q235 
屈服强度≥235MPa,宽度

1500mm 

 5 无缝钢管 219*6,20# 
20#钢材,屈服强度≥

245MPa 

 6 角钢 5# 屈服强度≥235MPa 

  二、有色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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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产品 规格型号 说明 

 7 电解铜 1# 铜与银质量分数≥99.95% 

 8 铝锭 A00 铝质量分数≥99.7% 

 9 铅锭 1# 铅质量分数≥99.994% 

10 锌锭 0# 锌质量分数≥99.995% 

  三、化工产品     

11 硫酸 98% H2SO4质量分数≥98% 

12 烧碱（液碱） 32% 
NaOH 质量分数≥32%的离

子膜碱 

13 甲醇 优等品 水质量含量≤0.10% 

14 纯苯（石油苯） 工业级 苯纯度≥99.8% 

15 苯乙烯 一级品 纯度≥99.5% 

16 聚乙烯（LLDPE） 熔融指数 2 薄膜料 
熔融指数：2.0±

0.5g/10min 

17 聚丙烯 拉丝料 
熔融指数：3.0±

0.9g/10min 

18 聚氯乙烯 SG5 K 值：66-68 

19 顺丁胶 BR9000 
块状、乳白色，灰分≤

0.20% 

20 涤纶长丝 POY150D/48F 半光 167 分特，AA 级 

  四、石油天然气     

21 液化天然气 LNG 
甲烷含量≥75%，密度≥

430kg/m
3 

22 液化石油气 LPG 饱和蒸汽压 1380-1430kPa 

23 汽油 95#国 VI 国 VI 标准 

24 汽油 92#国 VI 国 VI 标准 

25 柴油 0#国 VI 国 VI 标准 

26 石蜡 58#半 熔点不低于 58℃ 

  五、煤炭     

27 无烟煤 洗中块 挥发分≤8% 

28 普通混煤 4500 大卡 
山西粉煤与块煤的混合

煤，热值 4500 大卡 

29 山西大混 5000 大卡 
质量较好的混煤，热值

5000 大卡 

30 山西优混 5500 大卡 
优质的混煤，热值 5500 大

卡 

31 大同混煤 5800 大卡 
大同产混煤，热值 5800 大

卡 

32 焦煤 主焦煤 含硫量<1% 

33 焦炭 准一级冶金焦 12.01%≤灰分≤13.50% 

  六、非金属建材     

34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42.5 袋装 抗压强度 42.5MPa 

35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42.5 散装 抗压强度 42.5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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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产品 规格型号 说明 

36 浮法平板玻璃 4.8/5mm 
厚度为 4.8/5mm 的无色透

明玻璃 

  七、农产品（主要用于加工）     

37 稻米 粳稻米 
杂质≤0.25%，水分≤

15.5% 

38 小麦 国标三等 杂质≤1.0%，水分≤12.5% 

39 玉米 黄玉米二等 杂质≤1.0%，水分≤14.0% 

40 棉花（皮棉） 白棉三级 
纤维长度≥28mm,白或乳白

色 

41 生猪 外三元 三种外国猪杂交的肉食猪 

42 大豆 黄豆 杂质≤1.0%，水分≤13.0% 

43 豆粕 粗蛋白含量≥43% 
粗蛋白≥43%，水分≤

13.0% 

44 花生 油料花生米 杂质≤1.0%，水分≤9.0% 

  八、农业生产资料     

45 尿素 中小颗粒 总氮≥46%，水分≤1.0% 

46 复合肥 硫酸钾复合肥 氮磷钾含量 45% 

47 农药（草甘膦） 95%原药 草甘膦质量分数≥95% 

  九、林产品     

48 天然橡胶 标准胶 SCRWF 
杂质含量≤0.05%，灰分≤

0.5% 

49 纸浆 进口针叶浆 

抗张指数≥85.0N·m/g， 

耐破指数≥

6.5KPa·m
2
/g， 

撕裂指数≥9.0mN·m
2
/g 

50 瓦楞纸 AA 级 120g 120±5g/m
2 

  

 

 2024 年 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7% 

2024/05/17 10:00  来源：国家统计局 

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7%（增加值增速均为扣除价格

因素的实际增长率）。从环比看，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

0.97%。1—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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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三大门类看，4 月份，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制造业增长 7.5%，电

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8%。 

  

  分经济类型看，4 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股份制企业增

长 6.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6.2%；私营企业增长 6.3%。 

  

  分行业看，4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中有 36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

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增长 1.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增长 0.7%，农副食品加

工业增长 1.2%，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增长 3.8%，纺织业增长 6.6%，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增长 12.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下降 1.5%，黑色金属冶炼和

压延加工业增长 2.0%，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增长 11.4%，通用设备制造业

增长 3.7%，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2.0%，汽车制造业增长 16.3%，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 13.2%，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5.8%，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15.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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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产品看，4 月份，619 种产品中有 386 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其中，钢材

11652 万吨，同比下降 1.6%；水泥 17395 万吨，下降 8.6%；十种有色金属 650 万

吨，增长 7.0%；乙烯 249 万吨，下降 7.2%；汽车 234.6 万辆，增长 15.4%，其中

新能源汽车 83.1 万辆，增长 39.2%；发电量 6901 亿千瓦时，增长 3.1%；原油加

工量 5879 万吨，下降 3.3%。 

  

  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为 97.4%，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12328 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7.3%。 

  

2024 年 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指标 

4 月 1—4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6.7 … 6.3 

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2.0 … 1.7 

 制造业 … 7.5 … 6.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 11.3 … 8.4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5.8 … 6.6 

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5.4 … 5.2 

 其中：股份制企业 … 6.9 … 6.6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 6.2 … 5.1 

 其中：私营企业 … 6.3 … 5.6 

主要行业增加值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1.5 … 0.6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 0.7 … 2.1 

 农副食品加工业 … 1.2 … 2.8 

 食品制造业 … 4.8 … 6.0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 3.8 … 5.9 

 纺织业 … 6.6 … 5.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12.3 … 10.3 

 医药制造业 … 4.9 … 0.4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 10.5 … 10.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1.5 … 0.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2.0 …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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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 11.4 … 11.8 

 金属制品业 … 5.9 … 5.3 

 通用设备制造业 … 3.7 … 2.8 

 专用设备制造业 … 2.0 … 1.7 

 汽车制造业 … 16.3 … 11.3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

制造业 
… 13.2 … 10.9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 5.8 … 5.0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15.6 … 13.6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 5.7 … 6.5 

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布（亿米） 29 2.5 103 3.4 

 硫酸（折 100％）（万吨） 835 8.5 3426 8.4 

 烧碱（折 100％）（万吨） 352 4.5 1416 4.4 

 乙烯（万吨） 249 -7.2 1048 -2.0 

 化学纤维（万吨） 661 10.6 2514 17.6 

 水泥（万吨） 17395 -8.6 50928 -10.3 

 平板玻璃（万重量箱） 8143 3.7 32891 6.5 

 生铁（万吨） 7163 -8.0 28499 -4.3 

 粗钢（万吨） 8594 -7.2 34367 -3.0 

 钢材（万吨） 11652 -1.6 45103 2.9 

 十种有色金属（万吨） 650 7.0 2589 7.1 

  其中：原铝（电解铝）（万吨） 358 7.2 1424 7.1 

 金属切削机床（万台） 6 11.1 21 6.0 

 工业机器人（套） 50380 25.9 170784 9.9 

 汽车（万辆） 234.6 15.4 897.7 7.7 

  其中：轿车（万辆） 86.1 12.5 311.3 0.7 

     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

（万辆） 
89.5 20.6 368.6 14.1 

  其中：新能源汽车（万辆） 83.1 39.2 293.6 33.2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万千瓦） 1374 -6.5 5574 8.3 

 太阳能电池（光伏电池）（万千瓦） 4620 11.1 17630 18.2 

 微型计算机设备（万台） 2604 9.9 10007 3.4 

 移动通信手持机（万台） 12586 6.9 49646 12.6 

  其中：智能手机（万台） 9104 7.0 36727 14.1 

 集成电路（亿块） 376 31.9 1354 37.2 

 原煤（万吨） 37167 -2.9 147579 -3.5 

 焦炭（万吨） 3849 -6.9 15848 -2.1 

 原油（万吨） 1747 1.3 7095 2.1 

 原油加工量（万吨） 5879 -3.3 24126 1.1 

 天然气（亿立方米） 198 3.2 830 5.0 

 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亿千瓦时） 6901 3.1 29329 6.1 

  火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4579 1.3 20622 5.5 

  水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835 21.0 2937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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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366 5.9 1405 1.9 

  风力发电量（亿千瓦时） 808 -8.4 3250 6.3 

  太阳能发电量（亿千瓦时） 314 21.4 1114 20.4 

 产品销售率（%） 97.4 
-0.1(百分

点) 
95.6 

-0.5(百分

点) 

 出口交货值（亿元） 12328 7.3 46539 2.5 

  

  点击下载：相关数据表 

 

  

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405/W020240517347577932002.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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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注 

  

  1、指标解释 

  

  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即工业增长速度，是用来反映一定时期工业生产物量

增减变动程度的指标。利用该指标，可以判断短期工业经济的运行走势和经济的

景气程度，也是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产品销售率：是销售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的比率，用来反映工业产品的产销衔

接情况。 

  

  出口交货值：是指工业企业自营（委托）出口（包括销往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或交给外贸部门出口的产品价值，以及外商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

补偿贸易等生产的产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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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均产品产量：是以当月公布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量除以该月日历天数

计算得到。 

  

  2、统计范围 

  

  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

算产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统计范围尽可

能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一）统计单位范围

发生变化。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

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二）部分企

业集团（公司）产品产量数据存在跨地区重复统计现象，根据专项调查对企业集

团（公司）跨地区重复产量进行了剔重。 

  

  3、调查方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生产报表按月进行全面调查（1月份数据免报）。 

  

  4、行业分类标准 

  

  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 

  

  5、环比数据修订 

  

  根据季节调整模型自动修正结果，对 2023年 4月至 2024年 3月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环比增速进行修订。修订结果及 2024年 4月份环比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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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月份 环比增速（%） 

2023 年 

4 月 -0.32 

5 月 0.77 

6 月 0.78 

7 月 0.13 

8 月 0.61 

9 月 0.41 

10 月 0.42 

11 月 0.84 

12 月 0.41 

2024 年 

1 月 0.89 

2 月 0.35 

3 月 -0.08 

4 月 0.97 

  

 

 4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2024/05/17 10:00  来源：国家统计局 

   4 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大宏观政策实

施力度，生产需求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向好，社会预期持续改善，高质量发

展扎实推进，国民经济运行总体稳定，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一、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 

  

  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比上月加快 2.2 个百分

点；环比增长 0.97%。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制造业增长

7.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8%。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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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比上月加快 3.9 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1.3%，加快 3.7 个百

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增长 5.4%；股份制企业增长 6.9%，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6.2%；私营企业增长 6.3%。分产品看，3D 打印设

备、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5.0%、39.2%、31.9%。1-4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3%，比 1-3 月份加快 0.2 个百分点。4

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4%，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 55.2%。1-3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5055 亿元，同比增长 4.3%。 

  

  二、服务业持续恢复，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好 

  

  4 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3.5%。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

数同比分别增长 10.8%、6.1%、5.4%、4.3%，分别快于服务业生产指数 7.3、

2.6、1.9、0.8 个百分点。1-4 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5.0%。1-3 月

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5%。4 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 50.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7.4%。其中，铁路运输、道路运输、邮

政、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55.0%以上较高景气

区间。 

  

  三、市场销售保持增长，服务消费增势良好 

  

  4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5699 亿元，同比增长 2.3%；环比增长

0.0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1026 亿元，同比增长 2.1%；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4673 亿元，增长 3.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 31784 亿

元，增长 2.0%；餐饮收入 3915 亿元，增长 4.4%。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

销售增长较快，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体育、娱乐用品类，粮油、食品类，

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13.3%、12.7%、8.5%和 6.4%。1-4 月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56026 亿元，同比增长 4.1%。全国网上零售额 44110 亿元，同比增长



24 

11.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37356 亿元，增长 11.1%，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比重为 23.9%。1-4 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8.4%。 

  

  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4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43401 亿元，同比增长 4.2%；扣

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9%。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

增长 6.0%，制造业投资增长 9.7%，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9.8%。全国新建商品房

销售面积 29252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20.2%；新建商品房销售额 28067 亿元，下

降 28.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 13.0%，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0.3%。民间投资增长 0.3%；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民间投资

增长 7.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1.1%，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

投资分别增长 9.7%、14.5%。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

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49.6%、10.2%；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

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 27.6%、19.9%。4 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

农户）环比下降 0.03%。 

  

  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4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36389 亿元，同比增长 8.0%。其中，出口 20762 亿

元，增长 5.1%；进口 15627 亿元，增长 12.2%。进出口相抵，贸易顺差 5135 亿

元。1-4 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 138053 亿元，增长 5.7%。其中，出口 78113 亿

元，增长 4.9%；进口 59940 亿元，增长 6.8%。1-4 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

5.3%，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5.1%。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10.7%，占进出口总

额的比重为 54.6%，比上年同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机电产品出口增长 6.9%，占

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59.2%。 

  

  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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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比上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

点。4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比上月和上年同月均下降 0.2 个百分

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5.1%；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9%，

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 4.5%。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0%。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8.5 小时。 

  

  七、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涨幅稳中有升，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降幅收窄 

  

  4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 0.3%，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

分点；环比上涨 0.1%，上月为下降 1.0%。分类别看，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1.4%，衣着价格上涨 1.6%，居住价格上涨 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1.4%，交通通信价格上涨 0.1%，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1.8%，医疗保健价格上

涨 1.6%，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3.8%。在食品烟酒价格中，鲜果价格下降

9.7%，粮食价格上涨 0.5%，鲜菜价格上涨 1.3%，猪肉价格上涨 1.4%。扣除食品

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7%，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1-4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1%。 

  

  4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2.5%，降幅比上月收窄 0.3 个百

分点；环比下降 0.2%。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降 3.0%，环比下降

0.3%。1-4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2.7%和

3.3%。 

  

总的来看，4 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虽然部分指标受节假日错月、上年同

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增速有所放缓，但工业、出口、就业、物价等主要指标总

体改善，新动能保持较快成长，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积极因素累积增

多。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明显上升，经济持续回升

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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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靠前发力有效落实已经确定的宏观政策，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

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附注 

  

  （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为实际增

长速度；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外，均按现价计算，为名义增长速度。 

  

  （2）规模以上工业的统计范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

业。 

  

  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

算产品产量等各项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统计范围尽可

能相一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一是统计单位范围发生

变化。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出调

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二是部分企业集团

（公司）产品产量数据存在跨地区重复统计现象，根据专项调查对企业集团（公

司）跨地区重复产量进行了剔重。 

  

  （3）服务业生产指数是指剔除价格因素后，服务业报告期相对于基期的产

出变化。 

  

  （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范围是从事商品零售活动或提供餐饮服务的

法人企业、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户。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单位、个体户）、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

（单位、个体户）、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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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单位、个体户）范围每年

发生变化，为保证本年数据与上年可比，计算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等各项

指标同比增长速度所采用的同期数与本期的企业（单位、个体户）统计范围相一

致，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每年都有部分企业（单位、个

体户）达到限额标准纳入调查范围，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单位、个体户）因规模

变小达不到限额标准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开业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

（单位、个体户）的影响。 

  

  网上零售额是指通过公共网络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网站和第三方平台）实现

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之和。商品和服务包括实物商品和非实物商品（如虚拟商

品、服务类商品等）。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不包括非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 

  

  （5）服务零售额指企业（产业活动单位、个体户）以交易形式直接提供给

个人和其他单位非生产、非经营用的服务价值总和，旨在反映服务提供方以货币

形式销售的属于消费的服务价值，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教育、卫生、体育、

娱乐等领域服务活动的零售额。 

  

  （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按可比口径计算。 

  

  （7）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8）就业人员是指 16周岁及以上，有劳动能力，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

入而从事一定社会劳动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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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附表 

  

2024 年 1-4 月份主要指标数据 

  

指 标 

4 月 1-4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一、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6.7 … 6.3 

分三大门类         

采矿业 … 2.0 … 1.7 

制造业 … 7.5 … 6.9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5.8 … 6.6 

分经济类型         

其中：国有控股企业 … 5.4 … 5.2 

其中：股份制企业 … 6.9 … 6.6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 6.2 … 5.1 

其中：私营企业 … 6.3 … 5.6 

产品销售率（%） 97.4 
-0.1(百分

点) 
95.6 

-0.5(百分

点) 

出口交货值（亿元） 12328 7.3 46539 2.5 

二、服务业生产指数 … 3.5 … 5.0 

三、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亿

元） 
… … 143401 4.2 

其中：民间投资 … … 73913 0.3 

分产业         

第一产业 … … 2636 1.9 

第二产业 … … 47634 13.0 

第三产业 … … 93131 0.3 

四、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开发投资（亿元） … … 30928 -9.8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 … 687544 -10.8 

房屋新开工面积（万平方米） … … 23510 -24.6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 … 18860 -20.4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 … 29252 -20.2 

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亿元） … … 28067 -28.3 

商品房待售面积（万平方米） … … 74553 15.7 

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亿

元） 
… … 34036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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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4 月 1-4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5699 2.3 156026 4.1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 13641 0.9 58874 4.2 

按经营地分         
城镇 31026 2.1 135307 4.0 

乡村 4673 3.5 20719 4.8 

按消费类型分         
餐饮收入 3915 4.4 17360 9.3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 1100 0.0 4638 6.9 

商品零售 31784 2.0 138666 3.5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商品零售 12541 0.9 54236 4.0 

六、进出口总额（亿元） 36389 8.0 138053 5.7 

  出口额 20762 5.1 78113 4.9 

  进口额 15627 12.2 59940 6.8 

七、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0 
-0.2 

(百分点) 
5.2 

-0.2 
(百分点) 

  31 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  5.0 
-0.5 

(百分点) 
5.0 

-0.6 
(百分点) 

八、居民消费价格 … 0.3 … 0.1 

 食品烟酒 … -1.4 … -1.6 

 衣着 … 1.6 … 1.6 

 居住 … 0.2 … 0.2 

 生活用品及服务 … 1.4 … 1.0 

 交通通信 … 0.1 … -1.0 

 教育文化娱乐 … 1.8 … 2.2 

 医疗保健 … 1.6 … 1.4 

 其他用品及服务 … 3.8 … 3.1 

九、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 -2.5 … -2.7 

生产资料 … -3.1 … -3.3 

 采掘 … -4.8 … -5.5 

 原材料 … -1.9 … -2.6 

 加工 … -3.6 … -3.4 

生活资料 … -0.9 … -1.0 

 食品 … -0.8 … -1.0 

 衣着 … 0.3 … 0.3 

 一般日用品 … 0.1 … 0.0 

 耐用消费品 … -1.9 … -2.0 

十、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 … -3.0 … -3.3 

注： 

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及其分类项目增长速度按可比价计算；其他指标除特殊说明外，增长速

度均按现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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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4 月 1-4 月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绝对量 

同比增长 

（%） 

2.进出口数据来源于海关总署。 

3.失业率累计数据为各月平均值。 

4.此表中部分数据因四舍五入，存在总计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5.更加详细数据信息，请见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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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石化 

国内 

 江苏省与中国石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日期：2024-05-14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黄伟 王拓 

5月 11日，江苏省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

记信长星、省长许昆林会见中国石油董事长戴厚良。 

 

信长星、许昆林对戴厚良一行来江苏考察交流、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中国

石油多年来为江苏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信长星指出，当前，江苏正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

业培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石化产业是基础性、战略性、支柱性产业，加

快转型升级，既关乎高质量发展，又关乎安全环保，与民生保障也密切相关。此次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新项目建设，必将为江苏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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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希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

围绕能源供应保障、产业优化升级、新型能源体系构建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实现

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我们将为中国石油在江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 

 

戴厚良感谢江苏省对中国石油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在苏业务发展情况。

他表示，江苏是中国石油重要的战略投资区域，将深度融入全省发展大局，积极布

局更多先进技术和优质项目，推动新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助力江苏高质量发展继续

走在前列。 

 

按照协议，双方将携手打造高端新材料先进制造基地、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中心，拓展天然气和新能源业务，促进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 

 

省领导储永宏、马欣，中国石油副总经理任立新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国际 

 美国页岩油产量六月将创今年新高 

日期：2024-05-17    来源：能源舆情 

周一，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在发布的月度钻井生产报告中称，美国六月份

页岩产区石油产量将打破今年最高纪录。 

 

EIA 表示，顶级盆地产量将达 985 万桶/日，打破去年 12 月以来历史最高记

录。 

 

美国页岩油产量约占其石油总产量的四分之三，由于油井生产率得以提高，

页岩油产量也在上升，预计六月份二叠纪盆地每台新钻机产量将达 1400 桶/日，

将创下自 2021 年 11 月以来最高单月产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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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A 表示，美国最大的油田是横跨西得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二叠纪油田，

其产量将增加 17970 桶/天，达到 619 万桶/天。得克萨斯州东南部伊格尔福特

（Eagle Ford）产量预计将升至 111 万桶/日，达去年十二月以来最高产量。巴肯

日产量将小幅增加 52 桶/日，达到 131 万桶/日，也是自 12 月份以来最高产

量。 

 

EIA预计，大型页岩盆地 6月份天然气总产量将从 5 月份的 995亿立方英尺/

日下滑至 992亿立方英尺/日，产量为五个月以来最低。 

 

而在 2023 年 11 月，大型页岩盆地天然气月产量曾达 101.9 亿立方英尺/

日，创历史新高。 

 

由于 2 月 3 月天然气价格下降，生产商减少钻探活动，由此预计 2024 年美

国天然气产量将下降。 

 

美国最大页岩气盆地阿巴拉契亚横跨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

州，其 6 月份产量将从 5 月份的 360 亿立方英尺/日下滑至 358 亿立方英尺/日，

打破十三个月以来最低纪录。阿巴拉契亚地区产量曾在 2023 年 12 月达到 372 

亿立方英尺/日，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此外，EIA 预计阿巴拉契亚地区六月份每钻机新气井产量将升至 2860 万立

方英尺/日，创 29 个月产量最高纪录。 

 

如果预计正确，这将是阿巴拉契亚地区新钻井平台单井产量连续 22 个月增

长，该地区单井产量曾于 2020 年 12 月达到峰值（ 34.4 立方英尺/日）。 

 

 

 



35 

三．五金建材卫浴 

 10 亿补贴！九牧联合京东开启全国“卫浴以旧换新” 

 

5月 16日，九牧集团×京东集团“卫浴以旧换新”联合行动启动仪式在第 28

届中国国际厨卫展九牧馆隆重举行。九牧集团与京东集团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明确未来三年内九牧集团在京东集团全渠道实现销售额超 50亿元！同时，双方积

极响应国家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号召，将投入十亿补贴启动“卫浴以旧换新”

全国大行动，助推国民卫浴生活品质提升。 

 

启动仪式上，中 共南安市 委 书 记张桂森，南安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倩，

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执委副会长兼陶瓷卫浴经销商专委会主 席李作奇，京东零

售家电家居生活事业部服务业务部负责人张焱，京东零售家电家居生活事业部建

材业务部负责人荣宇，九牧集团运营总裁林晓伟，九牧集团品牌副总裁张彬，九牧

集团小牧卫浴总经理李成华等领导、嘉宾出席，共同见证这一全国大行动的开启。 

 

十亿补贴 

 

行业首家联合京东“卫浴以旧换新” 

 

在今年全国＊＊上，商务部明确提出 2024年促消费两个重点工作，其中就有

推动汽车、家电、家装厨卫等消费品以旧换新。＊＊结束，＊＊＊又印发了《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支持高质量耐用消费品走进千家万

户，让高品质的国货产品普惠更多寻常百姓。 

 

作为行业领军品牌，九牧集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与京东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双方将聚焦新商品、新服务、新渠道三大维度深化合作，在构建智能化新品矩阵、

家电家居全场景融合等方面深度共建，深挖市场增长新空间。同时，双方将开启“卫

浴以旧换新”联合行动，通过“十亿补贴”让利消费者，激发市场消费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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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倩女士在致辞中表示，九牧作为福建省南安市水暖

卫浴产业的领军企业，一直以来致力于技术创新和品质提升。此次九牧集团与京东

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是南安市水暖卫浴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双方共同迈向

更加辉煌未来的新起点，无疑将产生巨大的协同效应。通过京东集团的电商平台，

九牧集团的产品将覆盖更广泛的消费群体，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购物体验。 

 

此次活动主要涵盖了集团旗下的九牧、小牧卫浴两个品牌。除了高额补贴，

我们还将推出‘送装一体、一价全包’的服务业务，覆盖九牧集团六大品类和全国

2000 多个省市乡镇。同时，今年初，九牧还启动了‘厨卫下乡镇’活动，覆盖更

加广阔农村市场，让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健康化的厨卫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共筑美丽乡村建设。”九牧集团副总裁张彬表示。 

 

京东零售家电家居生活事业部服务业务部负责人张焱表示：“此次开启的‘卫

浴以旧换新’联合行动，是推进卫浴场景以旧换新的重要落地举措。消费者通过京

东以旧换新，可以享受旧机免费上门、免费拆卸、免费搬运，不限旧机购买渠道、

不限品牌、不限年限和不限品相的‘三免四不限’服务，以及送新机、拆旧机和安

装新机一体化服务，实现‘焕新家一站购’。” 

 

覆盖全国 20多个省市 

 

九牧掘金家居换新千亿市场 

 

事实上，九牧集团与京东集团还将围绕厨卫智能卫浴新品矩阵进行共建，以

满足消费者智能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卫浴换新需求。据介绍，今年九牧、小牧卫

浴将在京东首发超 30款新品，聚焦智能马桶、淋浴花洒、浴室柜三大品类，借助

九牧创新产研能力与京东 C2M反向定制能力共同打造全新趋势产品。 

 

在服务层面，双方将依据“京东家电家居焕新联盟”行动计划，陆续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地落地以旧换新补贴，同时深入全国上千个老旧社区，推动老旧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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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焕新改造，让高品质的卫浴产品、高质量的卫浴服务满足广大消费者，掘金

家居换新千亿市场。 

 

在渠道层面，九牧集团已入驻全国数百家京东家电家居专卖店。未来将加大

力度拓展与京东全线城市线下业态的合作，并独立开发专属产品线，共同打造家电

家居全场景融合解决方案。同时九牧集团也将积极参与京东集团开展的“美好乡村

计划”，积极布局乡村销售网点、渠道，以专供产品、专属补贴让利抢占广阔下沉

市场，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据悉，自 2011年以来，九牧集团与京东集团在新品类布局、新渠道拓展等方

面持续发力。2023 年，九牧集团在京东平台的销售同比增长超 60%，并与海尔、美

的等知名企业一起，荣获京东“2023 年度最佳合作伙伴”。双方相信，伴随全国

各地促家居消费利好政策的密集出台和落地，未来三年完全有能力实现销售额超

50亿的目标！ 

 

(文章来源：水暖阀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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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矿产有色钢材 

国内 

 自然资源部: 4 项矿山生态修复国家标准 8 月 1 日起施行 

发表时间 :2024-05-16 09:13:50 来源：中国矿业网 

 

5 月 15 日，自然资源部召开 5 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煤矿土地复垦

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金属矿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石油天然气项目

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技术规范》等

4项矿山生态修复国家标准有关情况。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卢丽华介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力支撑了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土地损毁、植被破坏、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诸

多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水

土保持法》以及《土地复垦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了“谁开发、谁保护”“谁

损毁、谁复垦”“边开采、边治理”等基本原则和要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相继建

立了政策机制、标准规范、监督执法等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并不断完善。针对生产

矿山，自然资源部建立了源头防控、全程监管的约束机制，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审查制度、复垦修复费用计提使用制度、年度计划执行和质量验收制

度、矿业权人信息信用监管和惩戒制度、绿色矿山创建制度等，强调矿山企业要严

格履行生态保护、资源节约、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等法定义务。 

 

正在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就“矿区生态修复”设置了专章，一些省份相继出

台矿山生态保护修复的专门性地方法规。 

 

  卢丽华表示，4项矿山生态修复国家标准已于 4月底正式发布，将于今年 8月

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批专门针对正在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的国家标准，对生

产矿山“边开采、边修复”提出要求，填补了该领域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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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定出台的目的和作用方面讲，一是为矿山企业开展生态修复提供科学支

撑。4个标准充分体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理念，充分衔接相关法律法

规及行政管理要求，吸纳国际先进理念，参考国内典型经验做法，按照全过程治理

修复要求，将生态修复链条由末端治理向源头保护延伸，强调保护优先、源头防控，

统一规划、统筹实施，人工引导与自然恢复相结合，系统治理、提升功能，公众参

与、全程监测，提出生产过程中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重建、景观营造的具体

措施要求，推动“边开采、边修复”，扭转“边开采、边破坏”，为矿山企业科学

开展复垦修复、提高治理效果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 

 

  二是为政府实施有效监管提供有力依据。4个标准细化了矿产资源开采活动全

过程不同阶段的生态修复工作任务，突出强调了重要时间节点的生态修复阶段目

标和措施，为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落实法律法规明确的监督管理职责，加强事

中事后监管，督促矿山企业依法履行复垦修复义务提供了有力抓手和依据，保障实

施精准、有效监管，提升政府管理效能。（北京青年报） 

国际 

 2024 年 3 月份智利铜产量小幅下降 0.7% 

发表时间 :2024-05-17 13:36:37 来源：中国矿业网 

 

据 Mining.com 网站援引路透社报道，世界最大产铜国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

（Cochilco）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该国铜产量小幅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家

铜业公司（Codelco）产量下降而其他主要矿山产量上升。 

 

3月份，世界最大产铜商 Codelco 产量为 10.73万吨，下降 10.1%。必和必拓

公司控股的世界最大已知铜矿床埃斯康迪达（Escondida）产量为 10.14万吨，增

长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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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能可（Glencore）与英美集团合资的科亚瓦西（Collahuasi）铜矿产量为 4.98

万吨，增长 16.1%。 

 

  总体上看，该国铜产量 3月份产量为 43.33万吨，下降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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