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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摘自《国际科技合作机会》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又迎重大利好。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延续免征

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专家表示，免征购

置税政策的延续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给出了明确的支持信号。在该政策加持

下，预计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可能会增

加50万辆。

新增免税千亿元

为扩大消费、培育新增长点和促进新能

源汽车消费、相关产业升级、绿色低碳发展，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一是将已

两次延期实施、今年底到期的免征新能源汽

车购置税政策，再延期实施至明年底，预计

新增免税 1000亿元。二是保持新能源汽车

消费其他相关支持政策稳定，继续免征车船

税和消费税，在上路权限、牌照指标等方面

予以支持。三是建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协调机制，坚持用市场化办法，促进整车企

业优胜劣汰和配套产业发展，推动全产业提

升竞争力。大力推进充电桩建设，纳入政策

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范围。

业内专家表示，此次延长新能源汽车免

征购置税政策是重大利好，“含金量”十足，

充分体现了我国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决心和希望。

“这一政策的释放，对促进新能源汽车

发展具有持续稳定的推动意义。”全国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继续

免征一年购置税将会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

平稳过渡提供缓冲期。

在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举行的月度

信息发布会上，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表

示：“从市场角度来看，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

的客观规律是逐步走向市场化，而购置税减

免政策对消费影响作用显著，希望国家继续

给予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支持。”

政策稳定延续

据了解，对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始于

2014 年 7 月。彼时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交通能源战略

转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支持

新能源汽车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实

施创新驱动，促进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拉

动国内市场需求、培育新的增长点，实现产

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决定，自 2014年 9月 1日至 2017年

底，对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包括进口）

的纯电动以及符合条件的插电式（含增程

式）混合动力、燃料电池三类新能源汽车，免

征车辆购置税。

“免征购置税相当于为消费者减少相当

于车价 10%的购车费用，而且这是叠加优

惠，即在原有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优惠。”知名汽车评论员贾新光表

示，2014年 7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新

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表明了政府大力发展

新能源汽车的决心与意志。“新能源汽车购

置税大幅减免，有效降低消费者购车成本，

促进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长。”

为进一步刺激新能源汽车消费，2017年

12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

部、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免征新能源汽车

车辆购置税的公告》，提出自2018年1月1日

至 2020年 12月 31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

免征车辆购置税。

“2017 年以来，通过政府、企业、消费者

的共同努力，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逐步

走强。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政策延续3年

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的又一重大利

好。”崔东树说。

2020年 4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

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于新能源汽车免

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自 2021年

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对购置的新能

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这是推动新能源汽车进一步加快发展

的重大利好政策。”崔东树表示，免征购置税

对于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我国坐稳

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第一大国的位置功不

可没。

政策“含金量”十足

“这一政策对于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的

进一步增长主要起到稳定作用。”崔东树说，

2021年年底，乘联会经过科学研判并结合往

年经验，初步预测今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为

550万辆。此后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

刺激消费的政策，乘联会将2022年新能源汽

车销量预期上调至600万辆。“此次免征购置

税延期至 2023 年年底，我们预计将会拉抬

50万辆的销量。因此，乘联会初步预估，今

年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可能会达到650万辆。”

“在我国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体

系中，减免购置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对

于解决新能源汽车发展初期的成本问题起

到了重要作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

事长董扬说，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成

本比同规格的传统燃油汽车高20%-30%，今

年年初动力电池价格上涨更是加剧了这一

情况。算上仍在继续实施的部分补贴和减

征车辆购置税等措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成

本仍然比同规格的传统燃油汽车高 10%-
20%。如果没有免征购置税的政策支撑，生

产形势可能会再次出现诸如 2019年新能源

汽车产销下降的状况。

“今后几年，动力电池价格将进一步下降，

预计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成本仍将

略高于同规格的传统燃油汽车，用户综合成本可

能持平。”基于这一研判，董扬建议，将免征购置税

政策延期至 2025年，2026-2030年可对新能

源汽车减半征收购置税。

随着相关政策陆续落地,我国“双碳”

发展摁下快进键。但在推进减排降碳、

绿色转型中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重点难

点问题。

在近日举行的2022清华大学碳中和经

济论坛上，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

中表示，实现“双碳”目标不仅是行行有责，

也是人人有责。但在推进“双碳”的过程

中，要防止运动式减碳，不能急于求成。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

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国家能源局新能

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说，实现碳中

和，能源是主战场，可再生能源是主力军。

近年来，我国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任务，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大型水

电站和抽水蓄能电站等重大项目建设，可

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稳步扩大。国家能源局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我国可再

生能源发电新增装机 5475万千瓦，占全国

新增发电装机的80%。截至2022年6月底，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达11.18亿千瓦。

李创军表示，未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将坚持六个并举：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陆

上与海上并举、就地消纳与外送消纳并举、

单品种开发与多品种互补并举、单一场景

与综合场景并举、发电利用与非电利用并

举，促进可再生能源大规模、高比例、高质

量、市场化发展，有效支撑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现代能源体系建设。

李毅中表示，在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

的同时，各种发电能力要互补匹配，保障供

电安全稳定。“我国发电地区与用电地区相

距遥远，用电主要在东部地区，许多发电来

源尤其是清洁能源发电在西北、西南地

区。因此要建设特高压输电，加大‘西电东

送’，同时推动‘智慧电网’‘储能+新能源’

平抑风光发电的间歇性以及水电的季节

性。”

李毅中还说：“在有序推进煤炭减量的

同时，要关注电煤保底量，不能忽略火电仍

起着支撑和兜底的作用。因此，在减少煤

炭消费的同时，也需要保持相应的煤炭产

能产量。”

需要多行业共同减碳

除了能源电力行业，钢铁、有色、建筑、

石化、化工等高耗能行业和道路交通行业

都是减碳减排的重点领域。

中国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东表

示，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石油石化行业

在“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大势推动下，减

碳减排、绿色发展压力逐步增大。加快打

造绿色油气田、绿色炼化产业、绿色储运体

系、绿色循环体系将成为行业迈向绿色低

碳发展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中国石化坚持把碳排放总量

作为硬杠杠，大力实施“能效提升”计划，扎

实开展“碧水蓝天”专项行动，深入推进“绿

色企业行动”计划，“十三五”以来，公司累

计节能555万吨标煤，减排二氧化碳1443万

吨，实现二氧化碳回收和资源化利用640万

吨，实现甲烷回收22亿立方米。

中国海油集团能源经济研究院党委书

记、院长王震表示，今年6月底，中国海油发

布“双碳”行动方案，提出三大工程，包括增

速上产的攻坚工程、科技创新的强基工程、

绿色转型的跨越工程。“十四五”期间，中国

海油排放强度下降 10%-18%，力争 2028年

实现碳排放的达峰，2050年实现碳中和。

除了传统高耗能行业，新兴行业也并

非都是低能耗、低排放。李毅中说，要重视

用能设备器具的报废、回收、利用、再制造，

如余热余压回收、能量梯次利用、污水治理

回用、固废综合利用等。以汽车为例，电动

汽车退役动力电池可以梯次利用，报废时

可以回收锂、钴、镍等有价金属，废旧车辆

回收拆解也可以实现资源回收。

科技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碳中和研

究院院长贺克斌表示，“双碳”时代，全球经

济发展模式正从能源资源依赖型走向能源

技术依赖型。因此，推进“双碳”目标的实

现，需要进行相关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

李毅中说，实现“双碳”目标，不仅要加

快已有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例如智能电

网、电化学储能、光热发电、氢制储输用等，

也要积极开发低碳零碳的新材料，高效太

阳能电池、固体电池，可控的核聚变等尚处

于实验室阶段的前沿技术。

李毅中表示，不能用科学构想和实验

室成果作为实现“双碳”目标的技术支撑。

要开发出先进、实用、可靠的技术，就需要

巨额投入，因此实现“双碳”目标也需要绿

色金融的支持。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

生表示，石化企业、科研院所、高校都需要

积极研究和谋划，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

力，系统布局，争取通过技术创新突破，为产

业低碳转型打开通道，创造新的增长点。

推进“双碳”科技创新，人才是支撑。

贺克斌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未来

“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因

此，需要加大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

学等复合型人才培养。

韩国：
用准粒子技术研发半导体新材料

本报讯 近日，韩国蔚山科学技术院研究团队宣

布，利用准粒子技术研发二维半导体新材料取得阶段

性成果。

该研究成果刊登在《科学研究（Science Advances）》

期刊上。

研究团队研制出了具有纳米缝隙结构的间隙元件，

该技术利用二维半导体材料缝隙结构的卷入形态，大幅

减少准粒子的损失，克服了半导体材料变形过度或不够

等因素导致材料内准粒子消失的难题。此外，研究团队

还研发了主动式探针发光纳米显微镜，利用该设备可以

有效调节二维半导体材料内的准粒子。

该项目受到韩国研究财团立项资助，并受到韩国产

学研界共同关注，三星电子和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参与

了该项目的部分研究。

美国：
设计出可吸收和释放能量新材料

本报讯 近日获悉，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

校的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可编程的新型橡胶状固体物

质，可以吸收和释放大量能量。这种新材料具有广泛的

应用前景，如使机器人在不使用额外能源的情况下获得

更多动力，或者使头盔和防护材料更快耗散能量。该研

究得到了美国陆军研究实验室和美国陆军研究办公室

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的支持。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该材料将一种弹性的橡胶状物质和嵌入其中的微

小磁铁结合。这种新的“弹磁”材料利用称为相移的物

理特性来放大材料可以释放或吸收的能量，使其可以吸

收巨大的冲击力，或释放大量能量进行爆炸性运动，适

用于需要高强度冲击或快速响应的任何场景。

英国：
首次通过“消化”分子制成化合物

本报讯 近日获悉，英国华威大学综合性合成生物

学中心研究团队首次开发了模仿植物生长过程生产化

合物的新方法。该方法在一系列级联反应中使用酶来

分解分子，并以与植物相同的方式将它们合成为所需的

化合物，从而产生最少的废物。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ACS Catalysis》期刊上。

研究人员使用酶生产的吲哚酰胺、羧酸和毒素等化

合物在制药和农用化学行业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而这

些化合物目前除使用化学催化剂外难以制造。新的生

产方法将有效减少因使用催化剂所产生的许多有毒化

学废物，使制药和农用化学行业的制造过程更加环保。

意大利、瑞士：
植入脊髓电极让瘫痪者获新生

本报讯 近日获悉，瑞士洛桑理工大学与意大

利比萨圣安娜高等学校等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通

过植入脊髓的电极，使瘫痪病人可以步行、游泳和骑

自行车。

该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医学》期刊上。

该装置由插入脊髓的电极组成，这些电极可将从

外部产生的电刺激发送到腿部和躯干的肌肉。患者

可以通过平板电脑直接控制电刺激，从而以协调的方

式激活肌肉收缩。仅仅通过一天的训练，3名参与试

验的志愿者就能重新开始走路，即使在实验室外也能

控制游泳、骑车等复杂动作。衍生初创公司Onward
Medical计划在数千名患者身上测试这项新技术，并

在几年内将其商业化。

新能源汽车再获千亿“大礼包”

实现“双碳”目标，行行有责
▶ 本报记者 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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