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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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

显示，今年4月份，国内车市整体呈现明显下

降，为近 10年以来同期月度新低。不过，新

能源汽车总体表现良好，成为车市“一抹亮

色”。中汽协表示，从目前情况看，汽车产业

发展形势正在逐步好转，相关企业应奋力抢

抓 5 月和 6 月关键窗口期，弥补损失的产销

量，预计汽车产业全年有望保持稳定发展。

断崖式下降

4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0.5万辆和

118.1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46.2%和 47.1%，同

比分别下降46.1%和47.6%。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汽车供应链被中

断，导致4月份的产销情况不是很好，损失了

100万辆左右的产销量。”中汽协副秘书长陈

士华介绍说，4月以来，国内疫情总体呈现多

发态势，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经历了有史以来

最为严酷的考验，部分企业停工停产，物流运

输受到较大阻碍，生产供给能力急剧下滑。

作为车市主力的乘用车，4月份产销量分

别完成 99.6万辆和 96.5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47.1% 和 48.2%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41.9% 和

43.4%，与 3 月份相比，降幅分别扩大 41.8 个

百分点和 42.8个百分点。其中，轿车产销完

成45.8万辆和46.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38.6%
和 39.1%；SUV 产销完成 47.3 万辆和 44.7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43.9%和 45.6%；MPV 产销

完成4.7万辆和3.9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2.1%
和54.6%；交叉型乘用车产销均完成1.8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59.6%和55.7%。

“四大车型产销同比均出现了大幅下降，

主要是受上海疫情影响，全国各地的整车企

业供应链受阻，导致整体产销明显下滑，当前

最主要的任务还是恢复生产。”陈士华说。

“上海疫情对汽车供应端的影响是巨大

的。据统计，上海汽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10%左右，长春也占 10%，两个地区合起来约

占 20%还多。与产量相比，两个地区对国内

汽车零部件供应链造成的影响更大，尤其是

上海及周边区域供应了国内80%以上的零部

件。客观判断，上海疫情对乘用车销量的影

响程度在40%左右。”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

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乘联会最新调研显示，受疫情影响，进口

零部件短缺，涉及长三角地区的国产汽车零

部件体系供应商无法及时供货，有的甚至完

全停工、停运，加之物流效率降低和运输时长

不可控，生产不畅问题突出。4月份，上海地

区5家主力车企产量环比下降75%，长春地区

合资主力车企产量下降 54%，其他地区总体

产量下降38%。

受 4 月份影响，国内车市在一季度的增

长态势（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2.0%和 0.2%）也

戛然而止。1-4月，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69.0万辆和769.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0.5%
和12.1%。

新能源汽车依然坚挺

与车市整体走向疲软形成对比的是，新

能源汽车发展势头未减。4月份，国内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31.2万辆和 29.9万辆，环

比分别下降 33.0%和 38.3%，同比分别增长

43.9%和44.6%，市场占有率达到25.3%。

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纯电动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 24.2万辆和 23.1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33.0%和 34.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销分别完成 6.9万辆和 6.8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1.0倍和 94.0%；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178 辆和 94 辆，同比分别增长 3.9 倍和

1.5倍。

“在行业总体下滑接近50%的情况下，新

能源汽车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说明新能源

汽车已经成为车市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陈

士华表示，新能源汽车产销能够继续保持同

比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消费需求旺

盛，二是企业积极保产。“在整体承压情况下，

多数车企选择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新能源汽车

生产中，以确保销量稳定。”

1-4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160.5 万辆和

155.6万辆，同比增长均为1.1倍，市场占有率

达到20.2%。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与上

年同期相比，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和燃料电池汽车产销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

势头。

“新冠肺炎疫情下，私家车出行的强烈需

求拉动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强势增长，这也

呼应了城镇居民在短途出行中对新能源车型

的进一步认可和适应。”崔东树表示，在 1月

份和 3月份两次涨价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

市场依旧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体现了新能源

汽车进入需求强势拉动的持续稳定增长的良

好状态。

形势正在逐步好转

“汽车产业发展形势正在逐步好转，相关

企业正奋力抢抓5月和6月关键窗口期，弥补

损失的产销量，相信汽车行业将有望成为稳

定宏观经济增长的积极力量。”陈士华介绍，

目前上海疫情正在逐步好转，长春正在恢复

正常的生产，相关企业也在抓紧做复工复产

的准备，部分重点企业有望在 5月底、6月初

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生产水平。

今年 4 月中旬，工业和信息化部上线了

“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协调平台”，旨在帮

助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企业及时反馈和解决实

际困难问题。通过该平台可对复工复产、物

流运输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进行信息交流，建

立汽车产业链供应链企业问题诉求与反馈机

制，以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

实际困难和问题。

在 4 月 19 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

调局局长罗俊杰表示，要完善重点产业链供

应链“白名单”制度，建立汽车、集成电路、装

备制造、医药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点产业链

龙头企业日调度机制，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畅

通协调平台的作用。

对于支持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罗俊杰表

示，工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好《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加强问题的研

究和工作统筹，推动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一是完善支持政策。尽快研究明确车购

税优惠延续等支持政策，优化“双积分”管理

办法。根据双碳目标“1+N”政策体系要求，

组织编制汽车产业低碳发展路线图，为行业

企业提供指导。

二是促进跨界融合。推动电动化与智能

网联技术融合发展，进一步提高动力电池安

全、低温适应等性能，加快5G、车路协同的技

术应用，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和驾

乘体验。

三是促进推广应用。持续开展好新能源

汽车下乡及换电模式试点工作，启动公共领

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城市试点。

新加坡科学家研发出

激光驱动晶片可分离单个病毒

本报讯 近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发出能分

离单个病毒的设备，可用激光作为“镊子”捕捉和移动

病毒，对单个病毒进行分析，或对新冠病毒研究、药物

研制有所帮助。

该设备称为数码病毒操控晶片，宽度和高度只有

2厘米，约等于拇指指甲的大小。晶片由二氧化矽和

氮化矽半导体晶体圆形片组成，含有多个介电质孔洞

来捕捉病毒。将血液等含有病毒的液体装入晶片，然

后用激光束照射，可形成光点。由于光点中心的光线

强度最高，产生一种引力，迫使适合这些腔规格的病毒

进入晶片腔内，从而将单个病毒挑选出来。改变光线

照射点位来分离不同病毒，使光线成为可以操控病毒

的“镊子”。

研究人员表示，由于目前没有能操控单个病毒的

技术，因此这项研发对于诊断和药物研制方面也将是

重大的突破。利用这种晶片对单个病毒进行数字计

数，可以区分活跃感染中存在的整体病毒和以前感染

中残留的RNA，检测将更加准确。

韩国研发出成本低廉的

低浓度二氧化碳转化催化剂

本报讯 近日，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清洁

能源中心和首尔大学联合研究团队研发出新的催化

剂，可将工业废气中的低浓度二氧化碳转化为一氧化

碳用于生产。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ACS Energy Let⁃
ters》学术杂志上。

目前，二氧化碳转换催化剂多使用贵金属制成，

成本较高。铁和镍等普通金属的性能不如贵金属，因

此无法用于研制催化剂。研究团队发现，即使是普通

金属，只要以单一原子的形态进行反应，就可以提高

催化效率。此外，研究团队通过调整催化反应条件，

开发出了可在气体状态下直接进行转换反应的技术。

实验证明，研究团队开发出的镍单分子催化剂可

将浓度低于 10%的二氧化碳转化成一氧化碳，其转化

率提升至93%。此项研究的重要意义是使用镍及碳等

廉价材料制作催化剂，确保了经济效益，更适用于产

业化推广，对于工业废气治理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起

到了推动作用。

日本开发出导电率和热电动势

兼容的热电转换材料

本报讯 近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开发出可同时

提高导电率和热电动势的热电转换材料。研究小组

通过对由镧、钛、氧构成的化合物绝缘体施加压力使

其金属状态发生变化，从而使热电转换输出系数比原

来的晶体提高了 2个数量级。这一技术为提高化学

稳定性氧化物热电性能指明了方向。

为有效开展废热的能源利用，需要进行高效率的

热电变换。然而，热电变换需要热电材料能够同时具

有良好的导电性，以及在给予温度差时产生更大电压

的性质。两者存在互相制衡的关系，限制了热电材料

性能的提升。

研究团队通过在基板上制作莫特绝缘体氧化物

薄膜，并向其加压，利用薄膜与基板晶格系数之间的

差异，使晶格产生扭曲。同时，通过对电导率和泽贝

克系数进行测定，掌握晶格扭曲与热电转换的最佳条

件。结果发现，受到严重压缩扭曲的镧、钛、氧化合物

的电导率和泽贝克系数都获得提高，其热电转换输出

系数与没有扭曲的块状结晶相比大幅增加。

研究团队认为，上述物质在外加压力下，承载电

荷移动的载流子浓度减小，热电势增大；与此同时，载

流子浓度的减少却导致载流子迁移率大幅度增大，故

导电性也增大了。也就是说，当其由绝缘体变为金属

时，打破了前述两者的互相制衡关系，同时打破了“迁

移率恒定不变，与载流子浓度无关”的传统理论。

4月份新能源汽车发展势头未减

汽车产业抢抓关键窗口期正在向好

本报讯 （记者 于大勇） 近日，国家发改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等6部门联发印发《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

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2年版）》，明确依据煤炭

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限期分批

实施改造升级和淘汰，并且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重

点向实施标杆水平改造的企业进行倾斜，培育煤炭清洁

高效利用领军企业。

在合理确定指标，充分发挥导向作用方面，6部门

表示，对标国内外同行业先进水平，以及国家现行政策、

标准中先进能效指标值和最严格污染物排放要求，确定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坚持绿色低碳发

展理念，统筹考虑实现碳达峰目标要求、促进煤炭消费转型

升级、便于企业操作实施等因素，参考国家现行标准中的准

入值或限定值，以及国家政策文件明确的相关指标，科学确

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基准水平。

6部门明确，对新建煤炭利用项目，应对照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建设实施，推动清洁高效

利用水平应提尽提，力争全面达到标杆水平。对清洁高

效利用水平低于基准水平的存量项目，引导企业有序开

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改造，加快推动企业减污降碳，坚

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落后工艺。依据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重点领域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限期分批实施改

造升级和淘汰。对需开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改造的项

目，各地应明确改造升级和淘汰时限（一般不超过3年）

以及年度改造淘汰计划，在规定时限内升级到基准水平

以上，力争达到标杆水平；对于不能按期改造完成的项

目进行淘汰。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艺技术装备研

发和推广应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6部门提出，整合已有政策工具，加大煤炭清洁高

效利用市场调节和督促落实力度。加大财政资金支持

力度，重点向实施标杆水平改造的企业进行倾斜，培育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领军企业。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向煤

炭清洁高效利用效应显著的重点项目提供高质量金融

服务，落实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用装备、技术改造、资源

综合利用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快企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改造升级步伐，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整体水平。

专家表示，6部门的发文从产业发展实际出发推进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学有序组织开展节能降碳改造，

将有力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

据了解，这也是 5月份以来，相关部门出台的最新

一份关于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政策。此前，中国人民银

行宣布，增加 1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

贷款额度，专门用于支持煤炭开发使用和增强煤炭储备

能力。至此，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总额度

达到3000亿元。

一季度我国海洋经济总量达2万亿元
本报讯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我国海洋经济总量达2万亿元，同比增长4.1%，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

间，海洋经济开局总体平稳。

海洋新兴产业展现良好活力。自然资源部门开展的沿海重点

涉海企业问卷调查显示，一季度，53.2%的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企业、

55.9%的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企业、61.1%的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

的营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海洋能源和资源供给力度不断增强。一季度，海洋原油和天然

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8.8%、15.9%。

海洋科技赋能海洋产业转型升级。一季度，海工装备与海洋牧

场融合发展效果良好，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

顺利实现出坞下水，半潜式深远海智能养殖旅游平台“普盛海洋牧

场1号”和“经海004号”深海智能网箱顺利交付；海洋船舶工业结构

转型成效显著，高端船型占比提升，反映新接船舶订单技术水平的

修载比（修正总吨/载重吨）达到44.4%，高于去年同期的39.2%。

港航生产情况良好。一季度，海洋货物运输量达9.6亿吨，同比

增长3.4%；完成货物吞吐量约24.2亿吨，同比增长1.8%；完成集装箱

吞吐量5983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5%。 阿布

工信部公布新增14家
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

本报讯 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遴选的“2022年新增跨行业

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名单正式公示，格创东智、百度、美云智数

等14家工业互联网企业入选该名单

此次公示的全部是新入围的企业，往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清单”则未在清单中显示。这是自

2019年双跨遴选工作开展以来，新增数量最多的一次。

工业互联网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的

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加快构建“综合型+特色型+专业型”工业互

联网平台体系。自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次公布工业互联网双跨

平台清单以来，双跨遴选工作已连续开展4年。当前，双跨平台已成为

工业互联网平台技术突破、应用赋能的标杆，有力带动了创新发展。

据了解，《2022年新增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清单》是经

企业申报、地方推荐、专家评审等环节，形成了2022年新增跨行业跨

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清单，旨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在重点行业

和区域建设若干国际水准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的重要部署。工业和

信息化部表示，将继续滚动遴选，建立动态评价机制，深化工业资源

要素集聚，加速生产方式和产业形态创新变革。 兰成

6部门发文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近年来，福建省

晋江市每年投入近亿

元支持企业引进高端

设备、高端技术，实施

智能化改造升级。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之

下，晋江制造企业的

智能化车间更是助力

满负荷生产，大大提

高了生产效率。图为

在福建省晋江市茂泰

鞋材有限公司的智能

化生产车间，3D激光

打印机在鞋面作业。

新华社发 周义/摄

成都市龙泉驿区是全国工业百强区，也是该市汽车产业的重要承载地。疫情发生以来，当

地政府针对企业遇到的困难制定政策措施，保障供应链畅通，支持企业保供稳产。图为在该区

一家汽车配件加工企业，工人在进行焊接工作。 新华社记者 唐文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