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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热点产业热点

均摘自《国际科技合作机会》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企业递交的

2021年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

汽车积分（简称“双积分”）执行情况年度报告

进行公示。从发布的企业平均油耗水平来

看，新能源汽车积分表现极其突出。然而，这

也意味着“双积分”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正积分

过剩，将导致积分价格大幅下滑，优化“双积

分”管理办法势在必行。

成绩喜人的现状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汽车行业共产生

1553.49 万分油耗正积分，同比增长 255.7%，

产 生 613.66 万 分 油 耗 负 积 分 ，同 比 下 降

47.6%；新能源汽车积分方面，产生正积分

676.72 万分，同比增长 54.9%，产生负积分

81.00万分，同比下降24%。

“2021年，油耗积分表现相对较差的主要

是合资品牌。合资品牌前几年的油耗表现尚

好，但近几年大幅走弱，主要是新能源车型表

现太差。2021年，合资企业在所属的大集团

范围内能实现积分平衡，虽然新能源汽车积

分抵充效果在 2021年仍不显著，但实际也是

达到了‘双积分’的组合拉动目标。”在全国乘

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看来，

2021年通过新能源汽车促进传统燃油汽车油

耗降低取得了良好效果。

2021年，根据“双积分”政策统计的国内

乘用车产量达到 2063万辆。其中，国产车产

量 1974万辆，进口车数量为 89万辆，同比增

长均在4%左右。

与此同时，国产乘用车油耗积分达到

1022万分，进口车为负 82万分，同比均出现

大幅下滑，总体为 940万分，增长 1680万分。

国产新能源汽车积分达到 601 万分，进口车

为负5万分，总体为596万分，同比增长80%。

“从油耗积分的表现来看，自主品牌车企

油耗积分基本都是正积分，合资企业新能源

汽车积分基本都是负积分，油耗积分也是基

本都是负积分，只有德系的新能源汽车积分

是 1万分。”崔东树介绍说，从油耗的表现来

看，国内乘用车总体平均油耗在 2021年已降

到5.5升/100公里的水平，表现相对较强。其

中，国产乘用车为 5.4升，表现较好。“总体来

看，自主品牌汽车的总体油耗较标准油耗目

标值在 70%-80%之间的水平，表现相对优

秀。”

“2021年，自主品牌汽车的油耗完成值

相对表现较其突出，达到 80%的水平，而合

资品牌汽车基本都在 110%左右的水平。”崔

东树说。

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2017 年 9 月底，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

部、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乘用车企业平

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

法》，旨在提升我国乘用车节能水平，缓解能

源和环境压力，建立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管理

长效机制，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管理办法》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积分核算

制度和积分管理平台、明确积分核算方法、

有条件地放宽小规模企业的燃料消耗量达

标要求、设立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的

门槛、实行积分并行管理，以及完善监督管

理制度等。

据了解，“双积分”政策主要参考了欧盟

的碳排放限额政策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零

排放政策。欧盟的碳排放限额政策是制定分

阶段的汽车碳排放限额，先达到要求有优惠，

后达到要罚款。这一政策直接鼓励节油减

碳，间接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而美国加利

福尼亚州的零排放政策，则是分阶段规定所

有进入加利福尼亚州市场企业的零排放车辆

比例，也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销售比例积

分，达不到积分要求的企业需要购买其他企

业的积分。这一政策是直接鼓励新能源汽车

发展。

2018 年 4 月 1 日，“双积分”政策正式实

施。2020年 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商务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修改〈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

管理办法〉的决定》，明确了 2021-2023 年新

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要求，进一步完善了传统

燃油乘用车燃料消耗量引导措施和新能源汽

车积分灵活性措施。

崔东树表示，作为兼顾降低油耗与发展

新能源汽车的“双积分”政策，既充分吸收借

鉴了国际先进经验，也充分考虑了我国汽车

产业发展现状，有效促进了我国汽车产业节

能减排和转型升级。

数据显示，2021年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

汽车行业最大亮点，连续 7 年销量全球第

一。2021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54.5
万辆和352.1万辆，同比均增长1.6倍，市场占

有率达到13.4%，高于2020年8个百分点。

成绩背后的隐忧

数据显示，2021年油耗正积分和新能源

正积分两项共创造了近 2200万积分，而油耗

负积分和新能源汽车负积分加总只有694.66
万积分。其中，市场整体油耗积分的供应量

是需求量的2.5倍，而新能源汽车积分的供应

量是需求量的8倍。

“积分价格应该低于 1000元/分，甚至不

足 500 元/分。这也是新能源汽车涨价的一

个原因。”在崔东树看来，由于明显呈现出供

过于求的局面，“双积分”交易价格大概率会

出现下降态势。“以新能源汽车积分为例，由

于今年的积分相对比较充裕，因此相关车企

难以实现去年预期的通过售卖新能源汽车积

分从而获得良好收益的情况。”

据了解，自“双积分”政策实施以来，截至

目前共完成 4次积分交易。受合规成本、供

需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双积分”交易价格

大幅变化。其中，2018 年平均单价为 300-
500元/分，2019年为800-1200元/分，2020年

为1204元/分，2021年为2100元/分。

值得关注的是，相关部门已经关注了这

一现象。2021年底，工信部会同财政部、商务

部、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司

局召开工作座谈会，表示要科学合理设定后

续年度积分比例要求，探索建立灵活性机

制。同时，将会同相关部门司局启动《积分办

法》修订工作。

在此前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举行的年度

论坛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正在加强

对产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

将修订完善‘双积分’管理办法，探索建立灵活

性调节机制，明确后续年度积分比例要求。”

专家表示，从“双积分”的产生和交易规

则来看，后续的调整可能是增加新能源汽车

积分比例要求，降低单车可获得的积分数量，

或者降低油耗目标值的方式让更多企业产生

油耗负积分。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

新型储氢材料

本报讯 近日，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

验室（LLNL）和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开发

了一种金属氢化物，其具有特殊的能量密度，并且

可以在相对温和的条件下可逆地吸收和释放氢。

研究人员专注于典型亚稳态金属氢化物铝烷（al⁃
ane），其体积氢密度是液态氢的2倍，但将大块金属

铝转化为铝烷需要 6900个大气压的极高氢压。为

此，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纳米限制材料，改进了铝

烷再生热力学。

研究人员发现，位于高多孔联吡啶功能化共

价 三 嗪 框 架 的 纳 米 孔 内 的 铝 烷 可 在 仅 700bar
（690 个大气压）的氢气压力下再生，比其本体所

需的压力低 10 倍，这种压力条件在商业加氢站中

很容易实现。

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Angewandte Chemie》期

刊上。

意大利发现南极上空臭氧空洞

改变了碘的地球化学循环

本报讯 近日，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极地科

学研究所（CNR-ISP）、威尼斯大学的科学家领导

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发现，南极地区臭氧层的消耗

对南极冰层中的碘的地球化学循环有直接影响，该

研究可能对预测未来气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极地平流层臭氧自 1970 年代以来一直在减

少，导致南极上空形成臭氧空洞。臭氧空洞的影

响以及由此而来的紫外线辐射对陆地和海洋生

态系统的影响已得到充分证实。然而，臭氧空

洞对冰光活性元素（如碘）的地球化学循环影响

还鲜有报道。

该研究团队在南极提取了一个约 12米长的冰

芯，该冰芯涵盖了大约过去 212年（1800-2012年）

的历史记录。通过对其中的碘元素浓度进行分析，

发现在臭氧空洞前时期（1800-1974年），冰中的碘

浓度保持不变，但自臭氧空洞时代（1975年）开始以

来碘浓度急剧下降。根据冰芯观测、实验室测量和

化学—气候模型模拟，科学家认为自 1975 年以来

冰芯中碘减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臭氧空洞导致到

达南极的紫外线辐射增加，进而造成积雪中碘的重

新排放。

印度研制出可将二氧化碳转化

为甲烷的新型无毒有机光催化剂

本报讯 近日，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高级

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研制了一种低成本的无

金属多孔有机聚合物，可通过吸收可见光将二氧化

碳催化为甲烷。

研究人员通过C-C偶联反应制备了供体（三羟

甲基氨基甲烷-4-乙基苯基胺）-受体（菲醌）组合，

形成了一个坚固的、热稳定的共轭微孔有机聚合物

用作多相催化剂。与其他传统的金属基催化剂不

同，菲醌中的酮基团代替金属起催化作用进行二氧

化碳的还原反应。在催化过程中，被称为共轭微孔

聚合物（CMP）的化学物质由于其在室温下的高二

氧化碳吸收能力，可将二氧化碳吸附到其表面后再

将其转化为作为一种增值产品的甲烷。富电子供

体和缺电子受体之间的协同推拉效应促进了高效

的电子空穴分离，增强了电子转移动力学，有助于

高效催化。

这项工作已被《美国化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接收发表。利用

这种低成本、无金属、甲烷产率高的体系可以为构

建基于高效多孔多相催化剂的碳捕获和还原提供

一种新的战略途径。

成绩背后有隐忧 “双积分”政策调整在即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加快“十四

五”时期抽水蓄能项目开发建设。

此次通知的发布旨在落实好《抽水

蓄 能 中 长 期 发 展 规 划（2021- 2035
年）》，促进抽水蓄能高质量发展。两

部门要求，各省（区、市）发展改革委、

能源局按照能核尽核、能开尽开的原

则，加快推进 2022 年抽水蓄能项目核

准工作，确保 2022 年底前核准一批项

目，并做好与“十四五”后续年度核准

工作的衔接，促进抽水蓄能又好又快

大规模高质量发展。

两部门明确，用好国家重大项目用

地保障协调机制，对符合条件的抽水

蓄能项目加大用地保障力度。此外，

以两部制电价为主体，通过竞争性方

式形成电量电价，将容量电价纳入输

配电价回收，推动抽水蓄能电站作为

独立主体参与市场。在加强抽水蓄能

行业管理方面，要建立调度协调机制，

协调解决重大问题。在抽水蓄能项目

前期工作、项目建设及运行管理等全

过程中，严格落实生态保护措施，做到

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大型风电光伏

基地所在地区，抽水蓄能规划建设要

与大型风电光伏基地规划和项目布

局、输电通道做好衔接协调，促进电力

外送。

加快发展抽水蓄能，对于加快构建

新型电力系统、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

模高比例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提高

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以及促进扩大有

效投资、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2021 年 9 月，国家能源局发布《抽

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明确，到 2025年，抽水蓄能投产总

规模较“十三五”翻一番，达到 6200 万

千瓦以上；到 2030 年，抽水蓄能投产总

规模较“十四五”再翻一番，达到 1.2 亿

千瓦左右。

《规划》提出，坚持生态优先、和谐

共存，区域协调、合理布局，成熟先行、

超前储备，因地制宜、创新发展的基本

原则。在全国范围内普查筛选抽水蓄

能资源站点基础上，建立了抽水蓄能

中长期发展项目库。对满足规划阶段

深度要求、条件成熟、不涉及生态保护

红线等环境制约因素的项目，按照应

纳尽纳的原则，作为重点实施项目，纳

入重点实施项目库，此类项目总装机

规模 4.21亿千瓦。 阿布

近年来，河北省承德市依托钒钛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钒钛特种钢产业，引导特种钢制造智能化发展，实现特种钢材生产

自动化把控，提升钒钛无缝钢管等产品的品质。目前，当地生产的特种钢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石油化工、海洋工程、电力设

备生产制造等多个领域。图为承德建龙特殊钢有限公司无缝钢管厂生产车间。 新华社发 王立群/摄

到2025年我国将建

50家左右智慧化工示范园区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十四五”推动

石化化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我国石化化工行业基本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强、结构

布局合理、绿色安全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格局，高端产品

保障能力大幅提高，核心竞争能力明显增强，高水平自

立自强迈出坚实步伐，建成 30个左右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50家左右智慧化工示范园区。

石化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经济总量大、

产业链条长、产品种类多、关联覆盖广，关乎产业链供

应链安全稳定、绿色低碳发展、民生福祉改善。“十三

五”以来，我国石化化工行业转型升级成效显著，经济

运行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石化化工大国地位进一步

巩固。但行业创新能力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布

局不尽合理、绿色安全发展水平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

对此，《指导意见》在创新发展、产业结构、产业布

局、数字化转型、绿色安全等 5个方面明确了具体发展

目标。其中，在创新发展上，到2025年规模以上企业研

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到 1.5%以上；突破 20项

以上关键共性技术和40项以上关键新产品。在产业布

局上，城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

任务全面完成，形成 70个左右具有竞争优势的化工园

区。到2025年，化工园区产值占行业总产值70%以上。

《指导意见》围绕主要目标，聚焦创新发展、产业结

构、产业布局、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安全发展等 6个

重点难点，凝炼出重点任务。

在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将强化分类施策，科学

调控产业规模，有序推进炼化项目“降油增化”，延长石

油化工产业链。严控炼油、磷铵、电石、黄磷等行业新

增产能，禁止新建用汞的（聚）氯乙烯产能，加快低效落

后产能退出。

在优化调整产业布局方面，将统筹重大项目布局，

推进新建石化化工项目向原料及清洁能源匹配度好、

环境容量富裕、节能环保低碳的化工园区集中。落实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要求，推进长江、黄河流域石化化工项目科学布局、

有序转移。

此外，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上，加快5G、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石化化工行业融合，打

造3-5家面向行业的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引导

中小化工企业借助平台加快工艺设备、安全环保等数

字化改造。

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项目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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