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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青岛品牌日系列活动将于
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
届活动将结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年工业和信息化质量工作的通知》，将城市
品牌IP活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制造”品牌
培育推广系列活动深度融合。

本届活动将在延续历届青岛品牌日“城市
与品牌共成长”主题的同时，以“质臻品牌?焕新
赋能?热AI青岛”为年度主题，着力构建“1个品
牌日主场活动+5个主题活动+N个品牌曝光”
的活动矩阵，主要包括城市巡礼、实战研讨、品
牌展示、品牌调研、品牌之夜、品牌共创等六大
活动板块。

提升青岛品牌辨识度与影响力

在发布“品牌建设成果”方面，本届活动将系
统梳理青岛市品牌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质量体系
建设、品牌价值提升等关键领域的典型经验与成
就，“绘制”青岛品牌发展的产业分布、创新活力
与竞争力图谱，清晰呈现青岛品牌建设对城市经
济发展的内驱作用。

在开展“品牌实践专题报道”方面，本届活
动将以放大“青岛制造”品牌全国声量为发力
点，围绕青岛品牌建设优秀成果和典型经验，联
合各级媒体推出系列深度报道，多维度提炼品
牌建设“青岛样板”经验，丰富“工赋青岛?智造
强市”城市品牌内涵，切实提升青岛品牌的辨识
度与影响力。

青岛领军企业解码品牌成长路径

本届活动将深度汇聚多方要素资源，搭建
“产业协作、行业交流、专家智库”三大核心平台，
形成多维度、全链条的品牌建设赋能体系。

活动期间，青岛市将整合品牌培育发展要
素，建立完善重点企业、平台机构、高校院所等合
作共建机制，广泛吸纳产业链相关联的“政产学
研金服用”单位参与，强化产业配套协作，形成品
牌创新与产业协作的发展生态。

在青岛品牌日主场活动中，将邀请最具价值
品牌全国百强企业讲述品牌成长故事。届时，海
尔、青岛啤酒、海信、卡奥斯、双星等青岛领军企
业将深度解码品牌成长路径与成功实践，助力

“青岛制造”品牌能级跃升。
青岛市将举办品牌建设实战研讨活动，邀请

知名经济学家、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人，提供品牌
战略规划、管理人才培育等专业化指导，打造“国
家战略指引-城市实践探索-企业创新落地”的
专家智库平台。

全景呈现各区市品牌发展成果

本届活动将通过消费场景创新、文旅场景融
合、全民互动参与等方式，以品牌促消费、以消费
强产业，实现消费潜力与品牌价值双向提升。

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前广
场将举办主题为“质臻品牌?秀出青岛范儿”的品
牌之夜活动，通过“政府搭建平台、企业自主创
意”的协作模式，深度融合国家补贴政策与企业
让利机制，开展新品发布、品牌展演等特色活
动。本次品牌之夜活动将强化全域联动，全景呈
现青岛各区市品牌发展成果。比如，崂山区将开
展“智汇崂山，品见未来”活动，重点推介区域内
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产业标志性品牌；城阳区将
开展“食在青岛，味在城阳”专场活动，展示食品
产业特色优势。

在创新融合文旅场景方面，青岛市将立足青
岛工业基因、海洋特色，以浮山湾53栋高层楼宇
为载体，打造光影交织的“青岛品牌长廊”，构建

“智能制造示范”“特色文旅体验”“多元互动打
卡”三大场景空间，推动市民游客从“看秀”向“体
验”，从“围观”向“消费”的转化。

在升级全民交互模式方面，青岛市将设置
“AI预言瓶”和“拍报机”城市互动项目，开展
“我为品牌日代言”活动，市民游客可参与共创
城市主题电子明信片、生成《品牌日报》专属纪
念品，让科技创新与品牌建设成果从“可知”向

“可触”“可分享”延伸，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强
劲品牌动能。

青岛作为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实施品牌战
略的城市，开创了“品牌产品-品牌企业-品牌
产业-品牌经济-品牌城市”的发展道路。青
岛市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发力品牌建
设，以科技创新夯实“品牌之都”发展底座，以
质量提升塑强品牌企业竞争优势，形成“企业
争创品牌、政府支持品牌、全民关注品牌”的发
展生态。

2025年青岛品牌日系列活动7月17日至21日举办

构建“1+5+N”活动矩阵
“绘制”青岛品牌发展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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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读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获高新技术企
业 认 定 的 机 构 6025家 ，行 业 占 比
11.36%，为全国企业平均占比的14.95
倍；获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的机构1500
家，行业占比2.83%，为全国企业平均占比
的11.32倍。截至2024年底，检验检测机
构共有仪器设备1067.01万台套；其中，
国产仪器设备992.51万台套，同比增长
4.11%，国产仪器设备替代率创新高，数量
占比突破93%。

●昨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2024
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
报显示，2024年，基本医保（含生育保险）
基金总收入 34913.37亿元，总支出
29764.03亿元，累计结存38628.52亿
元。职工医保参保人数达3.79亿人，较上
年增长2.3%；基金收入23732.47亿元，支
出19102.54亿元。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近日
表示，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3559亿元，同比增长5.5%，累计投
产新线301公里，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
体系加快构建。近期，一批新线、新站开
通运营，新建重庆至厦门高速铁路重庆
东至黔江段开通运营；郑州至开封城际
铁路宋城路站至开封站段建成通车；新
建重庆东站开通运营，沧州站、日照站新
改建后投入使用，重点铁路枢纽功能显
著提升。

本报整理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
增加12.92万亿元
本报综合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昨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上半
年货币信贷政策执行及金融统计数据情
况。数据显示，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
各项贷款余额为268.56万亿元，同比增
长7.1%。上半年，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
12.92万亿元，显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
信贷支持保持较高水平。

分借款主体看，企（事）业单位贷款
是信贷增长的主体。上半年，企（事）业
单位贷款增加11.57万亿元，占全部新增
贷款的89.5%，占比较上年同期提高了
6.6个百分点；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
7.17万亿元，是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的主要构成，表明金融持续为实体经济
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住户贷款增加
1.17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贷款增加9239
亿元，体现了金融机构持续加强对个体
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生产经营活动的支
持力度。

从行业投向看，贷款行业结构持续
优化。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制造业、基础
设施业等重点领域。具体来看，6月末，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7%，
上半年增加9207亿元；基础设施业中长
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4%，上半年增加
2.18万亿元。

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呈现
“总量增长、覆盖面扩大”的特点。做好
金融“五篇大文章”是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人民银行持续做好金融“五篇
大文章”，更好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5月末，金融“五篇大文
章”贷款余额 103.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科技贷款余额43.3万亿元，同比
增长12%；其中，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
22.5万亿元，科技相关产业贷款余额
32.8万亿元。 （编辑：李旭超）

本报综合消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2025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 21.7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2.9%；其中，二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4.5%，比一季
度加快3.2个百分点，连续7个季度保持同比增
长。上半年，我国出口 13万亿元，同比增长
7.2%，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3万亿元；进口8.79万
亿元，同比下降2.7%，降幅比前5个月收窄1.1个
百分点。

上半年民企进出口增长7.3%

外贸“朋友圈”更加多元。上半年，我国对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1.29万亿元，同比增
长4.7%，占进出口总值的51.8%，较去年同期提
升0.9个百分点。其中，对东盟进出口3.67万亿
元，同比增长9.6%。同期，对欧盟、韩国、日本等
进出口均实现了增长。

出口动能向优向新。上半年，我国机电产
品出口7.8万亿元，同比增长9.5%，占出口总值
的 60%，较去年同期提升了 1.2个百分点。其
中，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高端装备同比增
长超两成，代表绿色低碳的“新三样”产品同比
增长12.7%。

内需扩大带动进口趋稳。随着“两重”“两

新”等政策持续发力，二季度进口转为正增长。
上半年，我国石化、纺织等机械设备进口增速均
达到两位数，电子元件等关键零部件较快增长，
原油、金属矿砂等重要原材料的进口量增加。

外贸经营主体活力不断释放。上半年，我国
有进出口实绩的外贸企业62.8万家，历史同期首
次突破60万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4.3万家。其
中，民营企业54.7万家，进出口同比增长7.3%，占
进出口总值近六成。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浚表示，总的看，今年
上半年我国外贸顶压前行，规模稳中有增、质量
优中有升，成绩实属不易。但也要看到，全球单
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
性、不确定性增加，下半年我国外贸稳增长仍需
要付出艰苦努力。

我国外贸保持较强韧性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
外贸保持较强韧性，实现总量增长、质量提升、变
量可控。

在总量增长方面，我国进出口已经连续9
个季度运行在10万亿元以上，今年上半年进出
口比去年上半年增加了 6000多亿元。进入 6
月，进出口、出口、进口三项指标同比全部实现
正增长，而且增速都在回升。具体看，6月我国

进出口规模达3.85万亿元，同比增长5.2%，规
模是历史月度进出口的第二高位。其中，出口
2.34万亿元，同比增长7.2%，增速较快的为电
子元件、船舶等；进口 1.51万亿元，同比增长
2.3%，增速较快的为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附
件、干鲜瓜果等。

在质量提升方面，我国外贸企业抓住全球能
源转型新趋势，持续增加优质绿色产品供给，加
速开辟新领域、新赛道。上半年，锂电池、风力发
电机组出口增速均超过两成。机器人越来越多
才多艺，充分体现了我国机器人产业的创新活
力，上半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61.5%。烹
调、清洁、送餐、娱乐等机器人越来越智能，为全
球消费者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在变量可控方面，面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我国不断扩大“朋友圈”，拉紧经贸合作纽带，大
力提振企业信心，共同应对外部环境的急剧变
化。上半年，我国对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
实现增长，贸易规模超过500亿元的伙伴数量达
到61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在对欧盟、日
本、英国等传统市场实现增长的同时，新兴市场
贡献了更多的增量，上半年我国对非洲进出口同
比增长14.4%、对中亚进出口同比增长13.8%。最
新一期中国海关贸易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出口企
业和进口企业信心都连续两个月回升。

（编辑：李旭超）

创新高！上半年我国进出口21.79万亿元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郭清鉴

2024年青岛品牌日活动（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