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随着我国统筹推进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取得积极成效，经济运行总体复苏态势

继续向好，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速在

7月份止跌回升，为今年以来的首次同

比增长。

业内专家表示，新能源汽车产销同

比增速由负转正具有重要意义。随着

相关政策的逐渐落实到位，未来几个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有望继续保持正增长，

全年产量有望达到110万辆。

正在走出低谷

数据显示，今年 7 月，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万辆和 9.8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15.6%和 19.3%，为今年

以来的首次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7.9万辆和7.8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17.9%和 24.2%；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万辆和 1.9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7.8%和2.7%。

“这是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

速首次回正。”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

东表示，呈现如此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

虽然是由于去年补贴退坡后 7 月份产

销量基数较低，但总体来看，当前汽车

产销势头非常好。“纯电动汽车和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量均呈增长趋势，

其中纯电动汽车增速更为明显”。

数据还显示，今年 1-7月，国内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49.6 万辆和 48.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1.7%和 32.8%，降

幅比1-6月继续收窄。其中，纯电动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38 万辆和 37.8 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35%和 34.3%；插电式混

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1.6万辆和

10.8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7.4% 和

26.4%。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类型中，与上

年同期相比，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产销同比均呈下降，但降幅均

比 1-6 月呈一定收窄。今年前 7 个月

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量下滑三成的主

要原因在于去年补贴大幅度退坡后，市

场需要一定的适应期。”徐海东表示，“经

过一年左右的调整，企业逐渐找到节奏，

消费者也逐步适应了补贴大幅降低后的

状态，当前正在推进的‘新能源汽车下

乡’得到相关企业的积极响应就是很好

的佐证。今年以来，私人消费占比的逐

步提升很好地说明了消费者对新能源

汽车接受度在逐步提升。”许海东说。

乘用车型表现抢眼

对于 7 月份新能源车市的不俗表

现，徐海东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消费

以私人购买为主，因此新能源乘用车的

增长更为明显。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7 月，国内新

能源乘用车销量为 8.9万辆，同比增长

28.7%。其中，纯电动乘用车销量为 7
万辆，同比增长38.1%；插电式混合动力

车销量为1.9万辆，同比增长3.2%。

“相较于6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在7

月份的市场表现较强，基本符合乘联会

对今年下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将

呈现两位数高增长的预期。”全国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说。

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7
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为 8.1
万辆，同比增长 21%。其中，纯电动乘

用车批发销量为 6.7 万辆，同比增长

37%；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批发销量为1.6
万辆，同比下降7%。

“目前，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的

参与势力相对很丰富。”崔东树介绍，7
月份，纯电动乘用车高端化趋势明显，

特斯拉以1.1万辆的批发销量仍保持纯

电动车型第一的位置，但比亚迪新能源

乘用车的总体销量达到 1.4万辆，回归

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总体批发销量第一

的位置。新势力品牌批发总量为1.4万

辆，同比增长174%，成为新能源车市的

重要力量。普通混合动力乘用车批发

销量为3万辆，同比增长36%。

值得期待的下半年

专家表示，由于补贴退坡幅度放

缓，有利于企业提高新能源车辆产出；受

到双积分政策的影响，厂家将加大生产量

来尽可能满足合规要求等有利因素的加

持，我国新能源车市未来走向值得期待。

“接下来，新能源车市将全面加速。”

在崔东树看来，今年下半年，随着自主品

牌A00级新能源车型的逐步放量，合资

新能源新品的持续推出，将给国内新能

源整体车市带来较大增量。“近期上市的

车型中，五菱宏光MINI或将探索低速电

动车未来的升级方向，为A00市场注入

新的活力。比亚迪推出的‘汉’系列新能

源车型在完善其产品序列的同时，也将

进入竞争车型少、更加考验产品竞争力

的中高端轿车市场，未来可期。”

“今年，新能源 A00 级市场已经逐

步启动，配备使用磷酸铁锂电池等低成

本措施逐步启动，低价新车推出较多。

近期，多部门强力启动‘新能源汽车下

乡’工作，对于销量的增长必然会有一定

的推动效果。因此，在去年下半年低基数

背景下，今年下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将会

呈现较大幅度的增长。”崔东树说。

“基于目前‘新能源汽车下乡’及年底

到期的双积分压力，新能源汽车在今年后

几个月会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预计今年

全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为110万

辆。”徐海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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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大勇

二季度移动支付业务量

增速回升

本报讯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非现

金支付业务量恢复增长，支付系统业

务量持续增长，全国支付体系运行总

体平稳。

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移动支付

业务量增速回升，银行共处理电子支

付业务 577.7 亿笔，金额 674.01 万亿

元。其中，网上支付业务 216.38亿笔，

金额 541.3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48%和11.20%；移动支付业务301.41
亿笔，金额 106.1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26.99%和33.61%。

今年二季度，银行账户数量增速

回升，截至二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

账户 118.66 亿户，环比增长 3.05%，增

速较上季度末上升 1.62个百分点。个

人银行账户数量持续增长，截至二季

度末，全国共开立个人银行账户117.95
亿户，较上季度末增加 3.5 亿户，环比

增长 3.06%，增速较上季度末上升 1.63
个百分点，人均拥有银行账户数达8.42
户。

今年二季度，全国银行共办理非

现 金 支 付 业 务 837.20 亿 笔 ，金 额

1017.2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18%和

6.83%。截至二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在

用 发 卡 数 量 86.58 亿 张 ，环 比 增 长

1.52%，增速较上季度末上升 0.21个百

分点。 吴秋余

辽宁完成5G投资36.4亿元

本报讯 辽宁省通信管理部门

日前表示，该省今年已完成 5G 投资

36.4亿元，以形成 5G通信基础设施体

系为目标和出发点，设计了个性化网

络部署方案，支撑5G技术与实体经济

融合应用发展。

目前，辽宁省5G通信基础设施体

系建设主要面向“5G+工业互联网”

“5G+ 智 慧 医 疗 ”“5G+ 智 慧 教 育 ”

“5G+ 智 慧 交 通 ”“5G+ 智 慧 文 旅 ”

“5G+智慧港口”“5G+智慧园区”等

七类应用场景。

截至8月6日，辽宁移动、联通、电

信三家基础电信企业和辽宁省铁塔公

司共同努力，该省共完成 5G投资 36.4
亿元，建成开通5G基站19019个，年内

新增16972个，完成年初制定目标任务

的 84.84%。目前，辽宁省 14个地市主

城区、县城、重点产业园区、机场、火车

站、港口等重要场所已实现5G优质网

络覆盖。

根据规划，今后辽宁省电信企业

将进一步加大投资，针对重点需求、重

点场景和重点应用开展 5G 网络个性

化建设部署，促进 5G与工业互联网、

车联网、医疗、教育、交通、能源、文旅、

社会治理等行业和场景融合。 高爽

天津武清开发区入围全国

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百强榜

本报讯（记者 张伟） 记者近

日获悉，在赛迪顾问与新浪医药联合

发布的《2020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百强

榜》中，武清开发区入围榜单，位列第

43名。

据了解，该榜单从内驱动力、外

驱动力、扩容潜力 3 个层次、6 大维

度、13 项指标，对 387 家国家级产业

园区（包括 168 家国家高新区和 219
家国家经开区）的 2020 年生物医药

产业实力进行综合评估，最终形成百

强名单。

近年来，武清开发区按照高质量

发展要求，潜心搭建公共、开放、共

享、创新、协同的“五大创新平台”，积

极营造促进资源要素加速聚集良好

产业生态。经过 20 余年发展，武清

开发区形成了智能科技、生物医药、

现代服务业三大主导产业集群。截

至目前，武清开发区已引进生物医药

企业 147 家。其中，药物类 15 家、医

疗类51家、器械类55家、生物保健类

26家，2019年实现税收 3.5亿元。下

一步，武清开发区将依托“五大创新

平台”建设，以“生物谷”建设为抓手，

制定更有竞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和

科技人才政策。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发布《推

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提出

围绕稳定供应链、优化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构建“556”产业体系，实施“六大

提升专项”，打造“五强一优”要素保障

生态，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攻坚战，加快制造业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形成能级更高、结

构更优、创新更强、动能更足、效益更

好的发展新格局，努力建成全国先进

制造业强省。

《方案》提出构建“556”产业体系，

即做强5大优势产业、做优5个传统产

业、做大 6个新兴产业。到 2022年，制

造业增加值占该省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5%左右，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达到 1%，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 5%。

到 2025年，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达到国内一流，形成数个万

亿级产业集群、一批千亿级新兴产业

集群和百亿级企业。

在做强优势产业方向上，提升装

备制造、食品制造、电子信息、汽车制

造和新材料 5大优势产业能级。发挥

电力、盾构、农机、矿山、起重等装备优

势，建设万亿级装备制造基地。巩固传

统食品加工优势，推动烟草、白酒产业转

型升级，发展冷链和休闲食品，建设万亿

级食品制造基地。发展智能终端（手

机）、智能传感器、计算机和服务器、汽车

电子等，打造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基

地。巩固客车优势，发展乘用车和专用

车，建设5000亿级汽车制造基地。发

展超硬和新型合金材料、新型耐材、尼

龙新材料、电子信息材料等，建设5000
亿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到 2022 年、

2025 年，优势产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分别达到47%、50%以上。

在做大新兴产业上，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智能网联及新能

源汽车、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

疗器械、节能环保 6 大新兴产业。到

2022年、2025年，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

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22%、25%以上。

《方案》围绕技术创新提升、基础

能力提升、集群强链提升、融合赋能提

升、区域协同提升、企业培育提升六大

专项规划了主要任务。包括推进“十

百千”转型升级创新专项，建设一批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平台和产业创新联

盟；实施创新企业树标引领行动、高新

技术企业倍增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春

笋”计划；打造沿黄科创走廊，发展一

批“科创飞地”，组建河南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实施工业“四基”突破清单，建

成一批智能化园区和工业互联网平

台；推进产业集聚区“二次创业”，推行

“亩均论英雄”改革；实施智能制造工

程和“两业”融合工程；打造“双核引

领、两轴支撑、三带协同”的制造业空

间格局，引导各县（市、区）培育 1-2个

特色主导产业；加强企业梯队培育，实

施“头雁”企业培育计划和企业家培训

提升工程；发展品质制造，打造一批河

南制造精品。 陈辉

本报讯 （记者 戈清平）近日，

中核钛白亚洲钛业生产基地落地白

银签约仪式举行。根据协议规划，中

核钛白 50 万吨清洁生产工艺综合利

用项目将落户白银高新区，项目建

成后，将成为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

钛白粉生产基地，同时为提振地方

经济、增加税收收入、创造就业机会

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此次签约的中核钛白亚洲钛业

生产基地项目是甘肃省白银市发展

绿色生态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两区四基地”建设的重点招商

项目，对于进一步延伸钛白粉产业

链条，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带动上下

游企业发展，促进白银市工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下一步，白银将主动做好项目落

地的一揽子服务工作，尽快落实二期

项目建设用地供给、环评手续办理等

前期工作，加快解决一期项目遗留问

题及废水处理、废渣堆场等环保重点

问题，积极协调上游企业解决硫酸、供

水、天然气、蒸汽、供电等要素保障问

题，并给予特殊优惠政策。

值得关注的是，为吸引中核钛白

上下游更多企业到白银投资兴业，

白银高新区制定了支持兰白国家自

创区建设的 20 条措施，给予企业更

多优惠政策。

据了解，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

公司是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主要从事金红石型钛白粉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是最早从国外引进全套金

红石型钛白粉生产技术的企业。公司

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已

成为钛白粉行业亚洲第二、全球第六

的钛白粉生产和技术服务企业。

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中核钛

白规划打造“三个过百工程”，即销

售收入过百亿元、净资产规模过百亿

元、钛白粉年产能过百万吨。为实现该

目标，中核钛白计划在白银高新区银东

工业园，采用分阶段建设的模式建成

50 万吨清洁生产工艺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预计总投资规模 60 亿元。其

中，第一阶段 10万吨产能建成投产后

形成资产规模约 20亿元；第二阶段拟

建设产能 40 万吨，投资规模预计在

40 亿元左右（含钛白粉成品加工项目

投资），计划在今年 10月开工，预计在

“十四五”期间完成全部投资。

本报讯 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决定》，提

出将先进制造业打造为万亿级支柱产

业。

《决定》明确，云南省将不断提升

和深化八大重点产业、世界一流“三张

牌”的内涵，继续丰富和延伸八大重点

产业、世界一流“三张牌”的外延。重

点培育先进制造业、旅游文化业、高原

特色现代农业、现代物流业、健康服务

业等为重点的万亿级支柱产业和绿色

能源、数字经济、生物医药、新材料、环

保、金融服务业等为重点的千亿级优

势产业。到 2025年，该省八大重点产

业、世界一流“三张牌”的引领带动作

用进一步凸显，现代化产业体系骨架

基本形成，万亿级支柱产业在该省经

济发展中的支撑地位全面确立，千亿

级优势产业培育取得突破性进展。到

2030年，八大重点产业、世界一流“三

张牌”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创新链，品牌效应进一步提升，支柱产

业和优势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过 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60%，基本形成符合云南实际、时代特

征，特色鲜明、技术先进、绿色安全、迭代

发展的云南现代化产业体系。到2035
年，世界一流“三张牌”成为云南的世界

标志性品牌，形成开放共赢、内外联动、

扎根云南的产业链全球布局，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引领西部、

融入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产

业强省地位基本确立。

按照《决定》要求，云南将聚焦万

亿、千亿产业打造，依托各类产业园

区，推动产业集群融合发展，培育一批

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产业集群。围

绕先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

产业等重点产业，以州市为主体，开展

云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鼓励跨

州市联合参赛。

值得注意的是，云南省提出，为加

快产业优化提升，既要着力推进提升

烟草、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传统产

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

改造，又要加快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

新基建、5G、人工智能等新型产业。

值得关注的是，为提升创新能力

强化产业发展支撑作用，云南省提出，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强化支持科

技成果转化配套政策的落实，提升政

产学研用协同水平。加快知识产权保

护、成果转化激励、科技金融等关键领域

改革突破，加强军民创新政策衔接，营造

高效集聚创新资源的优良创新生态环

境。通过天使投资、创业投资、知识产权

证券化、科技保险等方式推动科技成果

资本化。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管理

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培育建设一批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产业创新中心、产

业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工程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制造业创新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双

创”示范基地、众创空间等创新和研发

平台，推动开发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升

级研发平台全覆盖。 于大勇

新能源汽车产销增速缘何由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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