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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面
对内外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和来自供应
链的压力，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完成352.1
万辆，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从走势情况来看，2021年全年新能源
汽车保持了产销两旺的发展局面。”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
说，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增长迅猛，有力支
撑了汽车市场需求。值得关注的是，新能
源汽车出口表现突出。2021年，新能源汽
车出口31万辆。

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为产业快速发
展奠定了基础。截至2021年底，我国累计
建成充电站7.5万座，充电桩261.7万个，换
电站1298个。

“我国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加速发展
新阶段，但也面临国际竞争压力增大、稳
定产业链供应链等问题。”工信部装备工
业一司副司长郭守刚说，2022年，工信部
将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开展
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换电模式试点工
作。“我们也希望各地出台更多停车、充
电等使用环节的优惠政策，优化汽车限
购措施，为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创造良
好环境。”

此外，2021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08.2 万辆和 2627.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4%和3.8%，结束了2018年以来连续3年
的下降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扩大和应用普及，如何进
一步稳定汽车芯片？动力电池怎样回收？记者就社
会关注的热点进行了采访。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规模快速增长同比增长1.6倍左右，创造了2016年以
来的最快增速，其中私人消费占比接近80%。

值得一提的是，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续驶里
程从 2016 年的 253 公里提高到 2021 年的 400 公
里以上。

另外，国网杭州市余杭区供电公司与一些新能
源汽车4S店签订协议，以数据共享的方式并行推进
售电、装桩、接电，实现客户信息线上流转，充电设
施接电业务流程一网通办；打造智慧充电桩，通过
ID自动识别实现“即插即充、即拔即走”……关于便
捷充换电的尝试正在展开。

汽车芯片供给怎样？

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集成电路制造产能持
续紧张，2021年，国内外多家汽车企业因此减产。汽
车“缺芯”成为摆在全球汽车厂商面前的难题。新能
源汽车产业也不例外。

“这一轮汽车芯片短缺的原因较多，既有芯片
产业自身的周期性影响，也有疫情、生产工厂火灾

等突发性因素。”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王卫明
说，工信部组建汽车半导体推广应用工作组，加强
供需对接和工作协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简化
程序，方便整车企业快速实现紧缺芯片替代方案
的装车应用，建设汽车芯片测试和应用推广公共
服务平台。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当前，全球主要芯片企业
已逐渐加大汽车芯片生产供应，新建产能也将于今
年下半年陆续释放。

“我们将继续加大汽车芯片保供力度，统筹推进
汽车芯片推广应用、联合攻关，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
资生产制造和封装测试，提升汽车芯片供给能力。”
王卫明说，预计2022年汽车芯片供应短缺情况将逐
渐缓解。

在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方面，郭守刚说，我国加
快 5G 通信设备等设施部署。在准入管理方面，强
化汽车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监管。“全国开放测试区
域5000平方公里，3500多公里的道路实现智能化
改造升级。”

动力电池回收如何推进？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约40万家新能源
汽车相关企业，市场创业创新火热。随着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动力电池退役量逐年增加，如何
做好动力电池回收?

王卫明说，工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实施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
法》等政策，出台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
次利用管理办法》等配套措施，加强动力电池全
生命周期溯源管理。

目前，已在17个地区及中国铁塔公司开展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截至2021年12月底，173家有关
企业已在全国设立回收服务网点10127个，45家梯次
和再生利用骨干企业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王卫明说，2022 年，工信部将加快研究制定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办法》，进
一步明确国家和地方等有关部门的监管具体职
责，细化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各环节的监管要求，
加大监管约束力度。同时研究建立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管控联动机制，强化线上线下协同溯源监督
管理，加快出台一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

“我们将开展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验收，遴选
推广一批典型模式和企业案例经验，树立一批梯次和
再生利用标杆企业。”王卫明说。

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离不开
标准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围绕以标准引导外卖合
理点餐、以标准推动餐饮业集约高效发展等社会关
注的热点，记者采访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
司有关负责人。

外卖点餐要避免“盲”点

网上点开一道“西兰花炒虾仁”的外卖餐品，即
可看到主料、辅料、重量、菜系、制作方法、口味等描
述信息，餐品的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当前，一些商家在外卖订餐页面推出“食材公
示”标签，方便消费者直观清晰地了解餐品信息，进
而做出符合自己口味需求的决策。

餐饮外卖日益成为我们生活中的重要元素。
消费者通过外卖点餐时，往往会对不熟悉的商户采
取“盲”点，最终可能因就餐体验不符合预期而产生
餐品浪费：如南北方的小碗菜重量可能会相差数
倍；不同地域酱料、配料搭配不一，可能会加入葱姜
蒜等忌口辅料等。

2021年6月实施的国家标准《外卖餐品信息描
述规范》，提出了外卖餐品的名称、品类、主要原料、
口味、分量、制作方法等信息内容的描述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一标准的实施有效解决了外卖点餐“看不到
实物”的痛点，规避了因重量、口味等信息不透明产
生的餐饮浪费。餐饮商家在填写餐品信息时有了
标准化流程，明确商家餐品生产需遵守的规范，同
时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便于消费者合理点餐、
明白消费、避免浪费。

聚焦餐饮浪费重点环节发力

“顾客不多点、食堂不多打、厨房不多做”，上
海一家酒店通过集章打卡活动使食客养成光盘习
惯，进一步推动勤俭节约风气的养成。顾客就餐
结束后，光盘达标者即可获得精美小礼品一份，同
时可在光盘集点卡上获得一次盖章，集满20个章
便可给予奖励，以优惠价购买套餐，给顾客带来直

接福利。
这一活动使得酒店的食材采购数量明显下

降，蔬菜每周减少 40 多斤、大米每周减少 35
斤、酒店厨余湿垃圾每天减少 1 桶。此外，由于
活动得到了周边居民认可，提升了酒店品牌影
响力，酒店经营也相应受益，生日宴同期增长
了 35 档、婚宴增加了 8 档，节假日用餐人数同
期增长了50%。

2021年6月实施的国家标准《绿色餐饮经营与
管理》，将绿色餐饮细分为“节约、环保、放心、健康”
四个维度，聚焦餐饮浪费的重点领域和环节，如自
助餐、食堂、宴席等提出具体要求，为各类餐饮企业
实施绿色管理、减少食物浪费提供指南。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说，
餐饮企业是餐饮服务的主力军，也是厉行节约的中
坚力量。这一标准发布后，参与试点的企业平均餐
厨垃圾消纳处理量下降12%。

作为我国首个分餐制国家标准，2020年6月实
施的国家标准《餐饮分餐制服务指南》总结了“位上
分餐”“公共餐具分餐”“自取分餐”三种分餐方式，
提出了不同分餐方式下分餐制实施的流程建议，为
餐饮企业实施分餐活动提供具体指导。这一标准
的实施不仅加速了分餐制的规范化、制度化推广，
而且对于疫情期间助力餐饮业复工复产、提振餐饮
消费信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建立健全节约型餐饮标准体系

从食材采购、仓储、加工、运输配送，到经营服
务、餐厨回收等餐饮服务的每一个环节，牢固树立
节约理念和强化标准化手段，正在引领餐饮行业的
发展变革。

国家标准《外卖餐品信息描述规范》实施后，一
些餐饮供应链的上游供应商开始直接向消费者提
供外卖服务，从餐饮食材供应商向餐饮外卖经营商
拓展。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开发外卖业务，向消费者提供成品餐食，可以促
进餐饮流通渠道扁平化，减少餐饮流通环节成本。

要从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效率的角度，总结提
炼最佳实践，研究制定一系列餐饮业标准，建立健
全节约型餐饮标准体系。

2021年6月实施的国家标准《餐饮业供应链管
理指南》，围绕从供应商到顾客，涵盖采购、加工制
作、物流、终端销售等环节，指导餐饮企业加强供应
链管理，实现精细化的成本核算。

一些饭店通过实施“集团集采、中央配送”的采
购模式，不仅降低了采购物流成本，而且实现了对
食材的标准化管理，促进餐饮供应链相关企业协同
集约发展。一些食品加工企业整合路线优化、车辆
调度、轨迹追溯等功能，搭建了综合物流信息管理
平台，利用信息化、标准化优化库存管理，有效避免

原材料浪费。
旅游行业的餐饮浪费现象一度引起社会关

注。2021年 11月，国家标准《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
指南》实施，将餐饮节约作为景区可持续建设的重
要内容。下一步，将在旅游餐馆设施与服务等级划
分、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等国家标准起草
中，增加制止餐饮浪费的相关内容。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要积极开展标准化试点，推动全社会运用标准
化的理念方法，组织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活
动。目前，全国已经开展了1000余个国家级服务
业标准化试点，涉及餐饮、旅游等众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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