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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摘自《国际科技合作机会》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今年 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9.7 万辆和 38.3 万辆，同比均增长 1.3 倍。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

示，在国内车市整体走势偏弱的背景下，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持续高歌猛进。

专家表示，新能源汽车是我国汽车工业

发展的必然趋势。就目前情况看，今年全年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 300万辆已成定局。

未来，在相关政策助推下，前景一片向好。

产销再创纪录

数据显示，今年 10月，我国汽车总体产

销分别完成233.0万辆和233.3万辆，同比分

别下降8.8%和9.4%，产销降幅比9月分别收

窄9.1和10.2个百分点；1-10月，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2058.7万辆和2097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5.4%和6.4%，增幅比1- 9月继续回落2.1
和2.3个百分点。

“今年 10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稳

定，但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中汽协副

秘书长陈士华表示，汽车行业努力克服电力

供应紧张、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等诸多不利

因素影响加之车规级芯片供应形势稍好于

第三季度，汽车产销继续呈现恢复态势，总

体形势有好转迹象。

与车市整体走势形成对比的是，新能源

汽车继续高歌猛进。10月份，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39.7万辆和38.3万辆，同比均增

长1.3倍，持续刷新历史纪录，市场渗透率也

继续维持历史高位，达到 16.4%。其中，纯

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2.9 万辆和 31.6 万

辆，同比均增长 1.3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销均完成6.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7倍和

1.5倍。

1-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56.6 万辆和 254.2 万辆，同比均增长 1.8
倍。分车型来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213.2 万辆和 210.5 万辆，同比均增长 1.9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3.3 万辆和 43.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2 倍

和 1.4倍。

“现在新能源汽车的品种和价格，比之

前都有了很大提升，而且新能源汽车产品

由于在智能化、网联化方面的应用，更适合

当下的年轻消费群体。”陈士华说，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的持续增长已经说明该产品逐

渐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接受，这与我国10多

年来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企业的积极参

与，不无关系。

替代效应显现

“按照目前的发展可以判断，今年全年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300万辆已成定局。”

中汽协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表示，在

产销总量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销

量的快速增加就是在替代传统燃油车的市

场份额。“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达到 300万辆，

就意味着传统燃油车的产销量减少 300 万

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快速增长是我国

汽车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企业要加快

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步伐。”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 10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批发

销量达到 36.8万辆，同比增长 148%，实现较

好的持续增长；零售销量达到 32.1万辆，同

比增长 141%。1-10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

为 238万辆，同比增长 204%；零售量为 213.9
万辆，同比增长192%。

“新能源乘用车的强势表现与传统燃油

车的走势形成强烈差异化的特征，说明新能

源车对传统燃油车的替代效应呈现，并拉动

国内车市加快向新能源化转型。”乘联会秘

书长崔东树说。

乘联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 10月，国

内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为 18.8%，1-10
月的零售渗透率为 13%，较 2020年（零售渗

透率为5.8%）有明显提升。

“今年 10月，自主品牌新能源乘用车的

零售渗透率 36%；主流合资品牌新能源乘用

车的零售渗透率仅有3.3%。”在崔东树看来，

自主品牌在新能源乘用车领域的优势相对

较强。未来，自主品牌优势在电动汽车领域

仍会持续保持。“我相信，2025年中国新能源

汽车的市场份额将达到 20%，而自主品牌也

将实现对合资品牌的‘弯道超车’。”

未来发展前景向好

10月 24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

行动方案》，其中多处涉及“新能源汽车”。

《方案》明确，要大力推动运输工具装备低

碳转型。积极扩大电力、氢能、天然气、先进生

物液体燃料等新能源、清洁能源在交通运输

领域应用。要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逐步降

低传统燃油汽车在新车产销和汽车保有量

中的占比，推动城市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替

代，推广电力、氢燃料、液化天然气动力重型

货运车辆。到 2030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

洁能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到 40%左右，

营运交通工具单位换算周转量碳排放强度

比 2020 年下降 9.5%左右，国家铁路单位换

算周转量综合能耗比2020年下降10%。陆路

交通运输石油消费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

“《方案》中关于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的

相关指示精神，是实现传统车技术升级与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均衡性战略举措。”崔东树

认为，2025 年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20%、2030年实现40%的目标，相对能够有效

实现，甚至加速实现。

“当前，新能源车企及新势力车企发展势头

强劲。同时，由于双积分压力，传统车企必定增

加新能源的比例，加之政策鼓励、产品性能越来

越好、基础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市场认可度的

不断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在2022
年突破20%。”崔东树说。

美国科学家开发新算法
有助于设计软性机器人

本报讯 近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

发了一种算法，可帮助工程师设计出能够收集周围环

境信息的软性机器人。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颖的神

经网络体系结构，其深度学习算法既可优化机器人体

内的传感器位置，又能更好地与环境互动并完成所分

配的任务，使机器人设计向自动化又迈出了一步。

经实验，由算法选择的传感器位置优于机器人专

家手动选择的放置位置。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考虑如

何感测机器人与系统其他组件的相互作用，这将有助

于完成抓紧等精细任务，进一步实现工业应用。

加拿大科学家开发出有助于
阿尔茨海默症诊断和治疗的
纳米颗粒

本报讯 近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药学院教授吴

雪莉与医学院副教授杰夫·亨德森（Jeff Henderson）领

导的研究团队，将纳米制药技术与脑结构和神经病学

的研究优势相结合，开发出一种生物相容性纳米颗粒，

解决了当前磁共振（MRI）成像技术面临的问题，或将

有助于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诊断和干预。

相关论文发表在《今日纳米（Nano Today）》期

刊上。

该纳米颗粒与一种血脑屏障细胞的受体相结

合，可穿过高度选择性的细胞层进入大脑，而后靶向

积聚在高浓度活性氧（ROS）区域。ROS是由神经炎

产生的不稳定氧分子，在阿尔茨海默症的最早阶段就

会出现。当纳米颗粒到达大脑的这些炎症区域时，会

引发化学反应，产生MRI 所需对比度的锰离子。

研究团队还发现，上述化学反应可消除有害促

炎细胞，具有诊断和治疗的双重功能。此外，这种新

型纳米颗粒还可作为平台，装载相关的治疗药物穿

过血脑屏障，治疗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韩国利用3D打印技术
开发出实验用人工肺模型

本报讯 近日，韩国浦项工业大学研究团队利用

3D打印技术攻克了制作人体肺泡的复杂问题，成功开

发出实验用人工肺模型。研究组利用按需“滴落”的高

精度喷墨生物打印技术，制作出多种人类肺泡细胞株

（细胞集合）在内的三维肺模型。打印出的三维模型显

示出比二维细胞培养模型以及混合肺泡细胞和水凝胶

（hydrogel）的三维非结构化模型更高的仿真度。该模

型可作为评估治疗药物和疫苗有效性的平台。

相关成果刊登在《Advanced Science》杂志上。

波兰科学家利用人工智能
改善前列腺癌影像诊断

本报讯 近日，波兰国家研究所信息处理中心应

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科学家，开发了用于标准化前列

腺癌患者医学报告的 eRADS研究平台。该平台可根

据 5 点 PI-RADS 量表（Prostate Imaging-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客观评估不同肿瘤病变的临床意

义。平台中使用的人工智能技术可支撑医生的决策

过程，并方便患者体检数据的收集。

来自华沙内政和行政部中央临床医院的 16名患

者参与了 eRADS系统的初始临床效用测试，结果表

明，平台提供的诊断质量与有经验的医生一样高，

甚至更好。因此，eRADS 的使用可有助于减少经验

丰富和经验不足的医生的诊断质量差异。专家还指

出，肿瘤病变的精确评估将显著减少转诊活检的患者

人数。

产销持续刷新纪录 今年突破300万辆成定局

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强劲

本报讯 备受市场关注的碳减

排支持工具正式推出。近日，中国人

民银行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创

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这一结构性

货币政策工具，以稳步有序、精准直

达方式，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

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并撬动

更多社会资金促进碳减排。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碳减排支持

工具向金融机构提供低成本资金，引

导金融机构在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

前提下，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各类企业

一视同仁提供碳减排贷款，贷款利率

应与同期限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大致持平。碳减排支持工具

发放对象暂定为全国性金融机构，中

国人民银行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

机制，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

相关企业发放的符合条件的碳减排

贷款，按贷款本金的 60%提供资金支

持，利率为1.75%，期限1年，可展期2

次。金融机构需向人民银行提供合

格质押品。

碳减排重点领域有哪些？

据介绍，碳减排支持工具以减少

碳排放为导向，重点支持清洁能源、

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 3 个碳减排

领域。“初期的碳减排重点领域范围

突出‘小而精’，重点支持正处于发展

起步阶段，但促进碳减排的空间较

大，给予一定的金融支持可以带来显

著碳减排效应的行业。”中国人民银

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具体而言，清洁能源领域主要包

括风力发电、太阳能利用、生物质能

源利用、抽水蓄能、氢能利用、地热能

利用、海洋能利用、热泵、高效储能

（包括电化学储能）、智能电网、大型

风电光伏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用户

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跨地区清洁电

力输送系统、应急备用和调峰电源

等。节能环保领域主要包括工业领

域能效提升、新型电力系统改造等。

碳减排技术领域主要包括碳捕集、封

存与利用等。后续支持范围可根据

行业发展或政策需要进行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为保障碳减排支

持工具的精准性和直达性，中国人民

银行要求金融机构公开披露发放碳

减排贷款的情况以及贷款带动的碳

减排数量等信息，并由第三方专业机

构对这些信息进行核实验证，接受社

会公众监督。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明确碳减排重点领域、强化金融

机构对碳减排的信息披露等制度安

排，碳减排支持工具将发挥政策示范

效应，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更充分地

认识绿色转型的重要意义，鼓励社会

资金更多投向绿色低碳领域，向企业

和公众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循环

经济等理念，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 张莫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陈慧玲）近日，海南省首批新能源

特种车在海口高新区企业平野海南公司正式量产下线，为海南

发展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开辟了新路径。

在“双碳”背景下，新能源特种车将逐步替代机场、物流、工

厂等领域的传统燃油牵引车、叉车、物流车等，其拥有广阔的“蓝

海”市场。此次首批量产下线的16台丰田特种车的车身在日本

生产制造并进口到海南，在海南进行新能源电池包的组装，成品

将销往美兰机场和凤凰机场。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四级调研员、招商局副局长陈伟清

表示，一直以来，海口高新区积极联动各级部门，围绕具有海南

自贸港显现度的项目加强招商引资，平野项目就是其中一

例。一方面，海口高新区将利用平野项目进入园区的契机，

引导特种工业车辆相关产业在园区集聚。另一方面，海口高

新区将联合有关部门搭建进出口业务服务平台，并梳理园区

有加工增值意愿的企业，为其提供精准服务。同时，以“比学

赶超”的劲头掀起大干快干热潮，继续对具有海南自贸港显示度

的项目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户，促进高新技

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撬动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

央行正式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

海南首批新能源特种车
在海口高新区下线

图片来源：海口高新区

近日，2021年广东省数智建造与绿色施工技术观摩会，在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建设项

目工地举行，旨在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此次观摩会分为 5个展区，智慧装配建造展示区、数智建造展厅、精益建造展

区、精益建造展区、智慧工地展示区，全面展示项目施工现场智慧工地和绿色施工的管理模式。图为在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广州研究院建设项目工地，工作人员操作悬臂式管道自动焊机。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前三季度海洋生产总值6.2万亿元
本报讯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我国海洋经济复

苏进程稳健，市场需求逐步回升。初步核算，前三季度海洋生产

总值6.2万亿元，同比增长9.5%。

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快速恢复。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信息中

心有关负责人介绍，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产业生产经营持续向

好，超八成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海上风电新增

并网容量215万千瓦，同比增长166.0%；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

业效益增势良好，超七成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海洋传统产业稳中向好。一是海洋油气生产稳步增长，全

国海洋原油、海洋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7.6%、6.3%，两年平

均分别增长 6.6%、11.2%。二是海洋船舶工业稳步复苏，国际航

运市场需求快速增长，全国新承接海船订单量同比增长257.2%；

海船完工量同比增长12.4%，重点监测的船舶企业工业总产值同

比增长 9.2%。三是海洋交通运输业持续增长，沿海港口完成货

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75亿吨、1.9亿标准箱，同比分别

增长6.3%、8.9%；海洋货运量、客运量分别为30亿吨、6074万人，

同比分别增长6.8%、29.8%。

相关部门和地方积极做好海洋公共服务。完善海洋新兴产

业公共服务平台，着力提升服务能力，今年以来平台累计服务海

洋药物和生物制品、海洋可再生能源等企事业单位820余家，提

供检验检测等服务5900余次。 刘诗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