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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5 日，海尔创始人张瑞
敏辞任董事局主席，担任新一届董事局名誉
主席。周云杰当选新一届董事局主席，受聘为
首席执行官。
这是记者从海尔集团第八届职工代表大

会上了解到的信息。在这次大会上，新一届董
事局还聘任梁海山为总裁。周云杰、梁海山都
是在海尔从基层历练成长起来的，此前，周云
杰任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梁海山
任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兼执行总裁。

创业 37 年来，海尔在张瑞敏带领下，从
最初亏空高达 147 万元的青岛电冰箱总厂，

发展成全球营业额超 3000 亿元、利税总额
超 400 亿元的全球化企业。其中，海尔集团
旗下上市公司之一的海尔智家荣居世界 500
强。此外，海尔还创立了物联网生态品牌，并
连续三年蝉联全球品牌百强榜中唯一生态品
牌。

2005 年，张瑞敏首次提出人单合一模
式。2021 年 9 月 17 日，张瑞敏和欧洲管理
发展基金会主席埃里克·科尼埃尔联合签署
首张人单合一管理创新体系国际认证证书，
开创了中国企业从接受国际标准认证到输出
国际标准认证的新时代。

记者 曹西京

晨报讯 今年“双十一”国潮兴起，预
售期间不少国货品牌纷纷脱颖而出，甚至开
场几秒就被抢断货。为让人们更好地了解新
国货品牌的崛起之路、新消费时代的发展，
并为优秀企业成长提供支持，11 月 4 日毕
马威在沪首次推出“新国货 50 榜单”，钟
薛高、老乡鸡、纯米科技、便利蜂、元气森林、
王饱饱、PETKIT小佩、巴奴毛肚火锅、鲨鱼
菲特等上榜。
新国货之“潮”，“潮”在产品，更“潮”

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并重新定义了中国的新
消费时代。如今的国货已从制造到质造，从
贴牌到创牌，并逐渐走向国际化。随着消费
市场不断扩大、消费群体代际更迭、科技创
新带来新的消费场景、绿色健康消费理念的
兴起，新消费时代呼唤兼具高品质、高颜值、
个性化、性价比的新国货品牌。“十四五”规
划中也明确表示“开展中国品牌创建行动，
发展保护中华老字号”，并在化妆品、服装、
家纺、电子产品等消费品领域培育一批高端
品牌，彰显中国品牌的独特优势，引领中国
消费新潮流。新国货发展的黄金元年已经来
到。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上升。与此
同时，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升级与消费需求
升级“相遇”，新锐品牌正在强势崛起，以
新国货为代表的新消费时代正在到来，并
逐渐打破曾经“质差价廉”的印象，“新
潮”和“高品质”成为新国货的重要内涵。

新国货品牌的蓬勃发展成为中国消费市场
的最大亮点。

据介绍，本次“国货 50 榜单”评选年
初启动，经过数月的前期调研和全国范围内
企业实地走访，最终由数十位深耕消费品行
业多年的专业人士及行业专家所组成的专
业委员会评估得出。

今年入围企业有较大比例的创新点在
功能、技术和营销。功能创新主要是对目标
群体的精准定位，发现供需裂缝，满足消费
者定制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技术创新则
主要立足于敏锐的市场洞察和高水平的研
发能力，塑造“防御”竞争对手的护城河壁
垒；营销创新方面，企业赋予产品独特的产
品灵感和创意，并采用新兴营销模式以实现
短时间内流量提升和变现。体验创新、设计
创新和模式创新是品牌持续深耕的方向，未
来有较大提升空间。

据悉，创新是国货崛起的秘籍，也是本
次榜单的评审核心。评选主要围绕企业在体
验创新、功能创新、技术创新、设计创新、模式
创新、营销创新等六个维度展开，并综合考
虑了入选企业在品牌文化、发展战略、消费
者口碑等方面的建树。上榜的 50家企业上
述六大创新相对均衡，数据截至今年9月 30
日，主要是中小型企业，体量大的上市企业
等不在列。50榜单中，62%的企业成立五年
以下，两年以下的占26%；从行业看，食品饮
料赛道占比最高（36%），数码产品、美妆个
护、宠物用品紧随其后，其余企业平均分布
在服装服饰、母婴、文化创意、餐饮和本地生
活赛道。

“网红”变名牌，“新国货50榜单”发布
老乡鸡、便利蜂、元气森林、纯米科技等新锐品牌上榜

海尔创始人张瑞敏辞任董事局主席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5 日从国家发展
改革委获悉，当前，蔬菜供应总量充足，居民
消费有保障。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

各地保供稳价措施的落实，蔬菜批发和零售
价格已有所回落，其中前期涨幅较大的鲜嫩
蔬菜价格降幅明显。农业农村部监测的 28
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近几日持续回落，其中
菠菜和油菜批发价格降幅超 10%；国家发展
改革委监测的 36 个大中城市 15 种蔬菜平
均零售价格也出现回落，其中黄瓜、油菜价格
降幅达 10%左右。

针对近期强降雨、低温等不利天气导致
的蔬菜价格上涨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迅速
部署，指导各地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做好蔬菜保供稳价工作。
各地发展改革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加强蔬菜
产销衔接，降低流通成本，全力保障蔬菜供应
充足和市场平稳运行。
据了解，北京市明确，11 月 1 日至明年

3月 15日，对新发地等主要批发市场整车运
送蔬菜和苹果等 5 类国产水果免除进场交
易费，并引导流通企业加大供给，加强产销衔
接。

国家发改委：蔬菜供应量充足 居民消费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