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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铁路

项目三国政府间协

定签字仪式在北京

举行，习近平视频祝

贺协定签署。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

工程院建院30周年强

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作用，为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冰岛当选总统

托马斯多蒂尔致贺电。

新能源车碳足迹管理体系有了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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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要素×”场景
需构建体系化“五脉”

▶ 本报记者 李争粉

习近平向墨西哥当选

总统辛鲍姆致贺电。

习近平复信美国肯恩

大学校长雷波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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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脑所激活创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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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4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

信部等十五部门发布《关于建立碳足迹管理体系

的实施方案》，提出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优

先聚焦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品，制定发

布核算规则标准。

《方案》提出4个方面22项工作任务，对我国

规范有序开展碳足迹管理工作、有效应对欧美涉

碳贸易壁垒冲击、加快生产消费方式绿色低碳转

型、助力实现美丽中国和“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

“《方案》对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链的

碳足迹管理体系建设明确了工作路径与实施方

向，将有效解决目前存在的数据体系不完善、标

准规则不统一、应用场景不丰富等问题，进一步

强化行业机构与企业工作开展力度，推动产业链

在内外双循环下高质量发展。”中汽碳（北京）数

字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赵明楠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不同车型碳足迹差异大

近日，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简称

CPP）发布了 61 家车企 6200 余款车型碳足迹数

据。CPP针对不同企业车型碳足迹进行比较，发

现不同车型碳足迹差异大。

“不同企业车型碳足迹的差异，与企业‘双

碳’目标、碳管理水平和产品定位息息相关。”

赵明楠表示，从行业总体看，纯电动车具有明

显的生命周期碳减排优势，小型车比中大型车

更低碳，车型小型化对车型低碳化有重要作

用；相较于 SUV、MPV 车型，轿车更低碳，这些

与产品定位有关。

从国内汽车行业发展看，自主品牌车型碳足

迹处于行业中部水平，不同系别车型碳足迹均值

为267.20gCO2e/km，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型碳足迹

为 262.49gCO2e/km，低于行业均值，并且优于美

系、德系、英系和瑞典等品牌车型。尤其是在新

能源车领域，自主品牌车型碳足迹的优势更加明

显，低于行业均值，并且优于日系、德系、英系和

瑞典等品牌车型。

对比国内几家大型汽车集团的车型碳足迹

水平，由于各自发展战略和品牌定位不同，碳足

迹也差异明显。

比如比亚迪汽车，由于只生产新能源车型，

其车型碳足迹均值最低。广汽集团、吉利控股等

车型的碳足迹均值也比较低，奇瑞控股、长安集

团和北汽集团等中大型汽油车占比较多，碳足迹

均值相对较差。

在各集团内部，各子公司及品牌的车型碳

足迹等级分布也存在差异。以比亚迪为例，

虽然其整体碳足迹均值较低，但其“腾势”品

牌车型由于主打高端豪华战略，碳足迹水平

依然较高。相对而言，虽然奇瑞控股车型碳足

迹均值较高，但其新能源品牌的碳足迹表现比较

优秀。

车企“双碳”是一个系统工程

根据目前统计数据，CPP已开展汽车产品碳

足迹等级公示，车型碳足迹等级按照燃料类型的

不同，分别划分为5个等级，分别是1级“低碳+”、

2级“低碳-”、3级“中等”、4级“高碳-”和5级“高

碳+”。

本报讯 （记者 李洋） 5G 商用 5
年来，直接带动经济总产出约 5.6 万亿

元，间接带动总产出约 14 万亿元，有力

促进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 6日，

5G 发放商用牌照 5 周年之际，以“智联

未来 无限可能”为主题的 2024 移动通

信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记者

从会上了解到上述情况。

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赵

志国表示，自 2019 年 6 月 6 日正式发放

5G 商用牌照以来，我国坚持“适度超前、

以建促用”，扎实推进5G“建、用、研”协同

发展，实现了网络基础设施全球领先、关

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数实融合应用成效

凸显、安全保障体系持续完善。

赵志国进一步介绍说，截至 2024年 4
月底，我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 374.8 万个，

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超26个，5G网络从

“县县通”向“村村通”持续迈进；超 90%的

5G 基站实现共建共享，5G 基站能耗较

商用初期下降 20%；建成 5G 行业专网

超过 3 万个；5G 标准必要专利声明量全

球占比超 42%；5G 在采矿业、电力、医

疗等重点行业实现规模复制，工业领域

5G 应用逐步从外围环节向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深入。

论坛期间，35 个城市和地区联合举

行“携手开启 5G-A 新时代”启动仪式，

积极推进 5G 技术演进和应用创新，共

同开创 5G 赋能智慧城市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5G、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城市转型升级、

智慧进阶注入了新动能。

论坛还发布了《中国 5G 运营传播

力报告（2024）》，作为本次论坛的重要

成果，《报告》依托工信部新闻宣传中心

大数据舆情监测系统，采用“系统+人

工”的方式，全景展示了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5 月中国 5G 网络建设的传播情

况，并发布了 2024 中国 5G 运营省市传

播建设 10 强、2024 中国 5G 运营企业品

牌传播建设 10 强。

本报讯（记者 张伟） 6月6日，在第

六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首批

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成立，成为长三角

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里程碑。

据悉，长三角三省一市（江苏省、浙江

省、安徽省，上海市）12家龙头企业共同发

起成立的首批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包

括长三角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联合体、长三

角金融市场人工智能与安全创新联合体、长

三角生物制药创新联合体等。这些联合体将

以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为牵引，跨区域整合高

端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据了解，此次成立的 12个长三角创新

联合体是在此前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

合攻关的43个项目中，围绕国家重大战略

性、前瞻性、基础性的行业共性技术凝练出

的联合机制，旨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区域组织。例如，长三角金融市场人工智

能与安全创新联合体由建信金融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复旦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观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银行等

共同组建，这些单位正在协同创新，研

究如何在金融领域更高效安全地利用

大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

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成立的背后，长三

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计划发挥了重

要作用。这项计划基于科技部和三省一市

政府联合印发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

联合攻关合作机制》以及配套实施办法，在

机制上打破了省级行政边界，实现了央地

联动、跨省市协同。在科技部支持下，三省

一市科技部门共同发布指南、共同投入资

金并共同管理，旨在集合力量，服务国家战

略和区域重点产业发展。

近年来，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

合攻关计划、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领域项目的支持

下，上海众多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医院

与苏浙皖创新主体建立了合作关系，在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加

快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并在产业链和创新

链布局上形成跨省联动，取得了一大批科

研和产业成果。

本报讯（记者 张伟） 6月 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

火炬中心网站发布《关于举办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的通知》，并同步公布《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总

体方案》。

《总体方案》显示，今年大赛以“因创而聚，向新同

行”为主题，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主办，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主

管部门、国家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承办。

大赛由地方赛、全国赛和专业赛组成。地方赛集中

在2024年7-8月举办，全国赛安排在2024年10-11月举

办，专业赛比赛时间另行通知。

对于参赛企业，大赛作了相关要求。参加地方赛的

企业需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成长潜力，拥有知识产权且无

产权纠纷，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制造、服务等业

务。企业经营规范、社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且为非

上市企业。企业2023年营业收入不超过2亿元人民币。

参加全国赛的企业须是参加地方赛并获评优胜企

业。工商注册日期在2023年1月1日（含）之后的企业参加

初创企业组比赛，其他企业参加成长企业组比赛。往届大

赛全国总决赛或全国行业总决赛中获得一二三名或一二三

等奖的企业不参加本届全国赛。

全国赛入围企业共1000家左右，其中初创企业组约

300家，成长企业组约700家。大赛办公室将于2024年9
月中旬在大赛官网公布入围全国赛企业名单。全国赛

分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

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5类行业方向，分别

进行半决赛和决赛。

全国赛半决赛评选出优胜企业 400家左右，其中前 100家进入

全国赛决赛（初创企业约30家，成长企业约70家），全国赛决赛分别评

选出5类行业方向的前3名。全国赛年终颁奖活动将组织评选和公布第

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创业50强”等各类排名和奖项。

此外，大赛还将组织7类专业赛，分别为：颠覆性技术大赛、创新

挑战赛、细分产业领域专业赛、大中小企业融通专业赛、科技创新服

务专业赛、技术融合创新专业赛和其他类型专业赛。

《总体方案》中提出，大赛将提供一揽子服务政策。例如，通过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官网、大赛合作媒体渠道、大赛附属论坛、展览、

培训等活动，对大赛优胜企业、团队和项目进行宣传展示。

据悉，大赛将遵循政府引导、公益支持、市场助力原则，围绕发

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搭建“政、产、学、研、

用、金、服、城”多向对接交流平台，发现优质企业和团队，发掘源头

创新与早期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服务产业

基础再造和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支撑国家高新区、国家自创区建设，助力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

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

强国、网络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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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GG商用商用55年带动经济总产出约年带动经济总产出约55..66万亿元万亿元

首批首批12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成立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成立

6月7日，2024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图为6月7日，在云南开远市考点，送考老师身着寓意“开门红”的红色T恤为同学们加油。

新华社发（陶家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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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氢商业化有望加速推进

最新自然指数显示：
中国继续保持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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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6日 13时，星河动力航天公司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

发射谷神星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顺利将TEE-01B星（地球之

眼 1号卫星），纳星三号A星、B星，共 3颗卫星与爱神星留轨试验

平台送入瞬时轨道高度545km太阳同步轨道。这是谷神星一号运

载火箭十天内取得的第三次发射成功。据了解，截至目前，星河动

力航天已为 20 家卫星客户成功发射了 48 颗不同类型的商业卫

星。 王海霞/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