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 4月份，随着民生继续改善，我国汽车市

场继续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未来，

伴随政府主管部门对于消费拉动的持续激

励，我国汽车产业的稳定发展仍然具备坚

实的基础。

产销数据持续向好

今年 4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23.4
万辆和 225.2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9.3%和

10.8%，同比分别增长 6.3%和 8.6%，增幅比 3
月分别回落 65.4 和 66.3 个百分点。与 2019
年同期相比，产销同比增长 8.7%和 13.5%，增

幅比1-3月扩大12.7和13.5个百分点。

“鉴于去年4月汽车产销逐步恢复，低基

数带来的高增长影响明显减弱，因此本月产

销同比增速均比上月明显回落，但与2019年

同期相比，产销形势依然呈现向好发展态

势。”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4月份国

内汽车产销量较上月有较大滑落，是因为中

国车市传统的季节性销售特征。“历史上，4
月的产销量较3月普遍都会有所下降，今年4
月超过170万辆的产销量仍处于正常区间。”

“今年以来，国内经济走势相对平稳，逆

周期政策逐步退出，虽然经济持续面临基数

回升的下行压力，但制造业出口仍保持强劲，

对车市消费形成较好的基础支撑。”全国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说。

1-4月，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58.6万

辆 和 874.8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3.4% 和

51.8%，增幅比1-3月回落28.3和23.8个百分

点。与2019年同期相比，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2.1%和 4.5%，增幅比 1-3月扩大 2.1和 2.9个

百分点。

“今年前4个月，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

形势，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民生继续改善，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供给质量、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改善加强，总体

经济形势继续保持稳定恢复。在这样的背景

下，汽车市场继续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陈士华说。

新能源汽车刷新当月历史纪录

今年 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21.6 万 辆 和 20.6 万 辆 ，产 量 环 比 增 长

0.1%，销量下降 8.7%，同比分别增长 1.6倍和

1.8倍，继续刷新当月历史纪录。其中，纯电

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8.2万辆和 17.1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1倍和 2.2倍；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4万辆和 3.5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49.9%和70.8%。

“4 月份，各主机厂不断推出新车型，其

高端和低端产品均得到消费者认可。”陈士华

表示，从历年市场销量走势来看，4月环比 3
月出现下降符合历史规律。

1-4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超过 70万

辆，分别达 75万辆和 73.2万辆，同比增长 2.6
倍和 2.5倍，其中，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产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具体来

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3.7 万辆和

61.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 倍和 2.8 倍；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1.3 万辆和

11.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倍和 1.4倍。

“今年前 4 个月，新能源汽车表现明显

好于车市整体情况。尤其是从消费端看，

消费需求正在不断上升，总体上判断，今年

新能源汽车市场将呈现不错的发展态势。”

在陈士华看来，虽然全球疫情走势和国际

环境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芯片供应问题

对企业生产的影响或重点在二季度显现，

原材料价格明显上涨也影响了产业节奏。

但新能源汽车发展前景仍比较乐观，全年

销量预计将达到甚至超过 180万辆。

未来审慎乐观

对于车市接下来的走向，崔东树坦言，

虽然 5 月份有 19 个工作日，与去年同期持

平，但芯片缺货影响干扰了厂商排产，并不

利于零售增量。

“1-4 月份，国内车市价格促销基本稳

定，并未受到芯片短缺的影响，个别车型的

缺货涨价现象并不明显，但却值得持续关

注。”崔东树表示，3月份日本瑞萨火灾等因

素的后续影响正在逐步显现，芯片供给秩

序相对混乱，这也可能会给 5月份国内汽车

生产增量带来一定风险。

在直言风险的同时，崔东树表示也有

好消息。他说：“市场需求仍在回暖。今年

一季度，全国新领驾驶证人数为 839 万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 538.6 万人，与 2019 年

一季度相比增加 38.7 万人。这对后续的购

车消费带来促进。”

“预计未来我国经济有条件有潜力保

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陈士华表示，伴随

政府主管部门对于消费拉动的持续激励，

我国汽车产业的稳定发展仍然具备坚实的

基础。

“当前，全球疫情走势和国际环境还存在

较大不确定性，国内各行业间恢复仍不均

衡，同时芯片供应问题对企业生产的影响

可能重点在二季度显现，原材料价格明显

上涨不断加大企业成本压力，企业效益恢

复基础仍需进一步巩固。因此，对于未来

汽车行业发展，中汽协继续保持审慎乐

观。”陈士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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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科学家在人类免疫缺陷
病毒演化研究中取得进展

本报讯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分为两种亚

型：HIV- 1 和 HIV- 2，其中 HIV- 1 是引起艾滋病

（AIDS）大流行的原因；而HIV-2因传染性较弱，主要

在西非地区局部传播。

意大利布雷西亚医科大学、国家研究委员会生物

医学技术研究所（Cnr-Itb）联合美国马里兰大学和英

国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对HIV病毒演化进行研究，发

现了起关键作用的基质蛋白 17（p17）。该成果发表在

《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

病毒的 p17是影响多种细胞的多效性分子，通过

与细胞蛋白结合，具有促血管生成能力，对病毒攻击人

类特异性细胞发挥决定作用。研究显示，HIV-1 的

p17结合并激活共同的β链受体（βCR）。p17的βCR
激活表位在 HIV-1 祖先的基质蛋白上表达，但在

HIV-2 及其祖先的基质蛋白上不表达，因此可解释

HIV-1更强的侵略性是其在人类早期传播的关键因

素之一。

研究同时指出，p17 /βCR相互作用和βCR异常

刺激也可能在维持慢性激活和炎症中发挥作用，因此

p17导致HIV-1和HIV-2在致病性方面的差异这一假

说尚需进一步研究。

日本团队开发出快速大量
制造卵子细胞质的方法

本报讯 日本九州大学教授林克彦等人成功发现

生成卵子细胞质所必需的特殊基因，并利用胚胎干细

胞（ES细胞）和人工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细胞）在短

时间大量制作了含有卵子细胞质的卵母细胞样细胞

（Oocytelike cell）。相关成果发表于英国科学杂志

《Nature》。

卵子细胞质具有执掌生命孕育的特殊功能，然而，

其形成机理尚不清晰。研究人员通过小鼠实验对卵子

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所有基因进行逐一研究后，锁

定了其中的8个基因。研究发现，当这8个基因在干细

胞（ES细胞）和人工诱导多功能干细胞（iPS细胞）中表

达后，细胞质迅速生长，并成为卵子细胞质，使干细胞

变成了具有受精能力的卵母细胞样细胞。这种方法相

较用ES细胞等制造卵子来获得大量卵细胞质用时更

少。另外，将这些基因的数量减少到 4个也有同样的

效果。

使用上述方法，可在短时间内大量制造生物学及

医学所需的卵子细胞质。本项研究对于弄清孕育生命

所必需的卵子细胞质形成机理，以及开发利用人造卵

子细胞质治疗不孕症的新技术都有重要意义。

美国开发出压缩空气驱动的
无电子设备机器人

本报讯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

工程学院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无需任何电子设备的

四足软性机器人，该机器人的运动和操控完全由压

缩空气驱动。这种机器人适用于电子设备无法工作

的环境，其软体特性易于适应环境且不会伤害到附

近人类。相关成果发表于《科学机器人（Sciencero⁃
botics）》杂志。

该机器人由一个轻质、廉价的气动回路系统控

制，完全由管子和阀门组成，可模拟哺乳动物由脊柱

而非大脑控制的神经反应。阀门系统能控制压缩空

气进入机器人四肢不同部位的顺序，控制其行走。

该机器人还具有一个简单的机械传感器，在机器人

突出的枝端装有充满液体的软泡，在碰到障碍时可

控制阀门改变机器人行进方向。

下一步，研究人员将对机器人的步态进行优化，

使其更适于各类不同地形和障碍物，并将与传统电

路系统结合，实现更多功能。

全国碳市场拟于6月底前启动

民生继续改善带动车市稳中向好

本报讯 在生态环境部近日举行的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

人刘友宾在介绍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准

备工作时透露，生态环境部已组织有关单

位完成上线交易模拟测试和真实资金测

试，正在组织开展上线交易前的各项准备

工作，拟于今年6月底前启动全国碳市场

上线交易。

刘友宾表示，我国碳市场覆盖排放

量超过40亿吨，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

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据了解，全国碳市场系统联调测试

已于近日开启，正在推进企业尽快熟

悉碳交易流程，保障全国碳市场如期

顺利启动。生态环境部气候司司长李

高也于近期先后赴湖北和上海进行调

研，考察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

建设工作和全国碳市场交易系统建设

工作。

全国碳市场建设顶层设计也基本完

善。2020年年底，生态环境部以部门规

章形式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规定了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

市场参与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

全国碳市场运行的关键环节和工作要

求。此外，生态环境部还印发了《2019-
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

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公布包

括发电企业和自备电厂在内的重点排放

单位名单，正式启动全国碳市场第一个

履约周期。

近期，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和《关于印发〈2019-2020 年全

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

施方案（发电行业）〉〈纳入2019-2020年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

单位名单〉并做好发电行业配额预分配

工作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各省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已通过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

记系统基本完成配额预分配工作。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已在多个城市进

行试点。李高透露，2011年以来，我国在

7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截至

今年3月，共覆盖20多个行业，近3000家

重点排放企业，累计覆盖4.4亿吨碳排放

量，累计成交金额约104.7亿元。 向家莹

图片来源：柳州高新区

近日，“华电睿风”首台6.2兆瓦主控系统国产化风机在华电福清海坛海峡海上风电项目成功投运，

这是国产风电主控系统在海上风电机组的首次应用，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机组实现了主控系统的自主

可控。图为工程技术人员乘船登上海上风电主控系统国产化机组，进行设备调试。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 近日，“德勤中国

高科技高成长50强及明日之星”2021年评选项目

正式启动，历年榜单中不少企业已经成功跻身资

本市场，包含迈瑞医疗、中芯国际、药明康德等。

德勤中国表示，将通过公平严谨的评选，积极

发掘中国高速成长、成绩优异、创新独特、增长蓬

勃且韧性十足，可持续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对国内

的高成长科创企业予以表彰，提升企业知名度，致

力推动中国的科创企业持续创新和稳健发展。同

时，凭借德勤全球网络的丰富资源，进一步帮助更

多实力非凡的中国企业激发出更加旺盛的创新能

力和发展动力。

德勤中国华北区主管合伙人王拓轩表示：“今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加之‘新基建’和‘新

发展格局’的逐步推进，将会有更多创新技术和应

用场景涌现，这也将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德勤高科技高成长50强’评选项目自

2005年进入中国以来，见证了中国科技实力在国

际化和创新发展方面的飞跃，对中国科创行业的

未来也充满信心。德勤将持续赋能中国科创企业

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推动中国科技实力的系

统提升，迈向质的飞跃。”

德勤高成长项目全国主管合伙人赵锦东说，

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大引

擎，而促进其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持企业

战略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并根据形势变

化适时调整完善。

“本届活动主题定为‘行稳致远——创新驱动

高质量发展’，旨在强调科创企业在深耕创新能力

的同时，仍能拥有高瞻远瞩、居安思危的能力，不

断提升管理水平、适时调整战略发展方向，实现自

主创新和健康可持续发展。”赵锦东表示，德勤一

直以来，不遗余力的推动中国科创企业的持续发

展。“‘高科技高成长 50强’和‘中国明日之星’遴

选出的企业也代表了中国企业在科技创新和高速

成长方面的最高水平。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有更

多科创企业能像历届上榜企业一样，获得地方政

府、投资机构以及德勤在政策、资金和专业服务方

面的支持，发展成为行业翘楚并保持领先。”

据悉，角逐“高科技高成长 50强”的企业须营

业3年以上，总部设于中国大陆或港澳地区，并且

过去 3 个财年中的第一年营收超过 100 万元。

同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且该技术

为企业带来显著收入。“中国明日之星”的评选

则侧重于企业的创始团队、技术创新、行业前景

和企业估值等维度。

德勤高科技高成长50强
及明日之星评选启动本报讯（记者 张伟） 开源以其独

特的优势正在成为全球共同发展趋势。最

新发布的《2021全球企业开源现状》显示，

90%的IT领导者表示，已经在使用企业级

开源。

在应用层面，企业已在逐渐拥抱开

源。在政策层面，“十四五”规划明确提

出，要“支持数字技术开源社区等创新联

合体发展，完善开源知识产权和法律体

系，鼓励企业开放软件源代码、硬件设计

和应用服务”。

“2011年左右，‘软件定义一切’风靡

业界，软件定义存储、软件定义数据中心、

服务器虚拟化，软件似乎无处不在，为此

著名投资人马克·安德森提出了‘软件正

在吞噬世界’的观点；2015年左右，开源发

展如火如荼，此时又出现了‘开源继续吞

噬世界’的观点。最近，开源又出现新动

向。很多金融公司开始在内部进行技术

创新，并认为自己本身就是软件公司。”回

顾开源前行道路上的重要节点，红帽全球

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裁曹衡康向记者表

示：“开源的精彩故事仍在继续。”

据了解，目前开源出现了两大分支：

企业级开源和社区开源。其中，企业级开

源以企业用户为服务对象，将最新的社区

开源技术与源代码进行优选和产品化，并

辅之以企业级产品生命周期支持，同时提

供开源技术和方案咨询、实施、培训等服

务，满足企业稳定与创新的双重需求；社

区开源让企业或个人开发者通过参与上

游开源社区，获得最新的开源技术与源代

码支持，通过自服务或社区支持促进企业

数字化发展。

曹衡康说，《2021全球企业开源现状》

显示，受访者中90%的IT领导者已经在使

用企业级开源，这表明企业级开源应用趋

势已成。

为何受访者高度青睐企业级开源？

在曹衡康看来，使用企业级开源有四大

利好：提供更高质量的软件、访问最新的

创新、具有更高的安全性、更安全使用开

源技术。企业则主要将开源用在 IT基

础架构现代化、应用开发、数字化转型等

方面。

“在开源已成大趋势的背景下，我们

要讨论的焦点，不是要不要使用开源，而

是要怎样更深入地拥抱开源，把开源用起

来、用得好。”红帽大中华区市场总监赵文

斌认为，目前，开源已进入应用新阶段。

企业级开源应用趋势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