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2023 上海车展

上，车联网等新技术成为

关注热点；5月，天津举办

世界智能大会，设置智能

网联车体验区；6月，2023

江西省车联网安全大会召

开……今年以来，社会对

车联网行业关注度不断提

升，各地加快相关产业布

局。

工信部4月明确支持湖

北 （襄阳）、浙江 （德

清）、广西（柳州）创建国

家级车联网先导区，至

此，全国已有7地获批创建

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三

地建设进展如何？车联网

产业应用推广还需从哪些

方面发力？记者进行了实

地走访。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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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3228.83点 0.08% 成交4032亿元

深证成指：10873.74点 0.74% 成交5622亿元
创业板指：2152.42点 0.44% 成交2513亿元

沪深300：3844.43点 0.20% 成交2408亿元

100美元 635.99人民币

100欧元 765.4人民币

100日元 5.1101人民币

100港元 90.864人民币

□ 数读财经 6 月 12 日 □ 6 月 12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新华社记者 王希 刘羽佳

水草相依，绿树成荫，众多鹭鸟或枝

头栖息，或展翅起舞，为管廊、储罐密布的

工厂增添勃勃生机……在位于浙江宁波

的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公司厂区内有个白

鹭天然栖息地，每年春夏时节，上千只鹭

鸟在这里繁衍生息。

“石化企业白鹭飞”已成为镇海炼化

生态保护的一张亮丽名片，也映照出国资

央企向绿而行的探索与实践。近年来，国

资央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

展道路，发展的“含金量”和“含绿量”不断

提升。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作为国民经济“顶梁柱”，中央企业产

业结构整体“偏重”。从这一客观现实出

发，国资央企紧紧扭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这个关键发力，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

创新采场道路排水系统，实现水循环

再利用；升级喷淋系统，降尘效果提升 3
倍；取缔燃煤锅炉，实行空气能采暖，年降

低燃煤消耗 8000吨……在鞍钢集团下属

本钢矿业南芬露天铁矿，大刀阔斧的技术

改造不断提升这座百年矿山的新气质。

“依托数字技术，我们正在研发车辆

无人驾驶、钩机远程操控等项目，矿山将

进入智慧开采新阶段。”南芬露天铁矿矿

长李彬说。

统计显示，2016年至 2022年，中央企

业累计化解钢铁过剩产能 1644万吨，化

解煤炭过剩产能1.19亿吨，煤电企业完成

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化工企业建

设废水“零排放”项目，建材企业强化固体

废物、危险废物循环利用。

传统产业加快转型，新兴产业也在加

速布局。近 5年，中央企业在新能源、新

材料等领域的投资年均增速超过20%，数

字化转型行动计划和5G应用“扬帆”行动

深入推进。

随着产业结构持续向高端、向低碳转

变，央企高质量发展绿色成色更足。

能源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型

“吞”掉餐饮废油，“吐”出生物航空煤

油——在镇海炼化，国内首套生物航煤工

业装置已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镇海炼

化党委书记莫鼎革介绍说，与传统航空煤

油相比，生物航煤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

放最高可减少50%以上。

据了解，今年以来，东航、厦航等航司

使用来自镇海炼化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完

成多个航班飞行，用实际行动守护蓝天白

云，传递“节能减碳、绿色飞行”的可持续

发展理念。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国资央企统筹

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不断推动能源结构

向绿色低碳方向加速转型。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强化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煤电央企全面完

成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单位供电煤耗降至

294克标准煤/千瓦时。

——可再生能源量增质优。清洁能

源装机容量占比超过49%，超过三分之一

的中央企业布局氢能产业，稳步推进氢能

制、储、输、用一体化发展。

——节能减排交出亮丽“成绩单”。

2022年，中央企业能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

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 4.5%、3.9%，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同

比分别下降8.4%、12.9%、11.2%、7.0%。

减碳有“利器”，保供有“底气”。国务

院国资委推动相关央企坚决扛起能源电

力保供主体责任，在增产增供、稳市稳价

方面打出“组合拳”。来自国资委的数据

显示，2022年，中央发电企业以54.7%的机

组容量保障了全国63.1%的电力供应。

技术创新赋能绿色发展

6月2日，江苏泰州，国家能源集团二

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投产，该项目

二氧化碳捕集量达50万吨/年；

同日，经专家组现场考察后确认，全

球首次海上风电无淡化海水原位直接电

解制氢技术海上中试在福建兴化湾海上

风电场获得成功；

6月 4日，广东深圳，设计功率达 110
兆瓦的中国航发“太行 110”重型燃气轮

机通过产品验证鉴定，与同功率火力发

电机组相比，一年可减少碳排放超过 100
万吨……

连日来，一批绿色低碳硬科技取得突

破，折射出中央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热度

与活力。

“科技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利器，也是

产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国资委社会

责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国资央

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强化创新

体系建设和政策保障，绿色低碳领域原创

技术策源地建设持续取得新进展。

据了解，下一步，中央企业将聚焦传

统工艺替代难、现有技术挖潜难、新技术

投资应用成本高等重点难点问题，坚持攻

关和应用两手抓，加快绿色领域关键核心

技术攻坚突破和创新应用，为绿色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更“聪明”的车、更安
全的路建设成果初显

德清县位于浙江北部，曾举办首届联

合国世界地理信息大会。记者在该县塔

山森林公园公交站登上一辆纯电动公交

车，只见司机将车辆缓缓驶离车站后，开

启自动驾驶模式，随后双手离开方向盘。

车辆根据路况，按照路面标线、信号灯等

自动行驶，转弯遇到人行道，会主动停车

让行。

“该车辆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

以及视觉相机等多种自动驾驶感知设备，

可以实现对周边环境的精准感知，具备

L4级自动驾驶能力。”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浙江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项目经理钱江

峰说，该线路将在杭州亚运会期间为公众

提供服务。

记者走进襄阳市车联网运营中心，一

张电子大屏尽览中心城区路口交通、智能

公交车辆运行、路口智能化改造进度等情

况。工作人员点击鼠标，中心城区已完成

智能化改造的路口连点成线、聚点成片。

襄阳市经信局副局长张晓辉介绍，预计到

2023年底，襄阳将完成中心城区448个智能

化路口改造，实现智能网联设备全域覆盖。

车联网产业是汽车、电子、信息通信、

道路交通运输等行业深度融合的新型产

业形态。近年来，湖北、浙江、广西以重点

区域车联网功能改造和核心系统能力提

升、“地理信息+车联网”跨界融合发展、

车联网规模化深度应用等为目标，统筹推

动车联网产业创新发展，已具备较好的产

业发展基础，由此加入创建国家级车联网

先导区行列。

目前，有 7地获批创建国家级车联网

先导区，区域覆盖东、中、西部，探索成果

纷呈：无锡率先推动出台车联网发展的地

方性法规；天津西青区开发了“5+3”车路

协同运营平台；长沙正谋划构建智能网联

汽车创新应用示范区等。

立足自身优势，加速
产业发展

工信部要求，相关省份按照《车联网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部

署，加快完善协同工作机制，抓紧推进实

施，促进车联网应用和产业发展。

柳州市拥有上汽、东风、一汽和重汽

四大汽车集团生产基地。柳州市大数据

发展局产业科科长郑譞说，当地充分结合

本地车企需求，建设“低成本、广域覆盖”

的车路协同路侧基础设施。目前，已完成

主要城区 125 个路口升级改造，建成 241
套车联网 C-V2X 路侧设备及 1566 套路

侧感知计算设备。

“德清围绕‘地理信息’和‘全域开放’

两大特色，积极谋划‘地理信息+车联网’

跨界融合发展。”湖州莫干山高新区地信

发展中心工作人员余昕说，“占地 172 亩

的德清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场是浙江省唯

一同时满足单车智能和智能网联测试的

公共测试场。测试场建成以来，先后向 20
家企业颁发了 28张自动驾驶测试牌照。”

襄阳正加快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推动

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

升级。

在襄阳市高新区，记者看到一条 33.4

公里的智能网联汽车公开测试道路已完

成施工及设备安装，进入设备联调阶段；

一个集智能网联开发测试、生产配套、示

范应用、孵化创新、产学研教育基地于一

体的智能网联汽车科创小镇正加紧建设，

智能网联汽车全产业链服务平台正在襄

阳加速构建。

规模化应用推广需多
方向发力

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我国

搭载辅助自动驾驶系统的智能网联乘用

车新车销售量达 700 万辆，同比增长

45.6%；新能源汽车辅助自动驾驶系统搭

载比例达 48%。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发布的《车联网白皮书》，预计到 2025年，

我国智能汽车市场规模将接近万亿元。

受访业内人士认为，大范围、城市级

别的车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是商业化支撑

以及规模化示范的必要前提，各地要在基

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力度。

受访专家表示，车联网领域目前仍缺

乏行业标准与制度规范。

德清县此前已发布《德清县关于支持

开展自动驾驶测试服务的七条意见》，并

参与编制自动驾驶领域地理数据省级标

准《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基础地理数据规

范》。余昕建议，以高精度地图为例，要进

一步明晰测绘单位、图商、车商三者之间

的地图数据交割界面和交付格式，推动高

精地图面向智能网联汽车深入应用。

柳州东城集团东科智慧城市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车联网项目负责人认为，业内

尚未形成车联网应用比较成熟的商业模

式，柳州在该领域积极探索，例如在当地

的分时租赁共享汽车上逐步为车辆进行

车联网赋能，建议未来各地探索更多可持

续的商业模式。

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一级巡视员苗长

兴表示，下一步，工信部将强化顶层战略谋

划，坚持车路云一体化发展路线，加强统筹

协同，强化创新驱动，优化政策供给，合力

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记者：魏一骏 张辛欣 农冠斌 侯文

坤）（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推动行业融合 加快产业布局
——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观察

观众在第七届世界智能大会智能科技展上参观天津（西青）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展区。 □新华社记者 赵子硕 摄

向绿而行，国资央企擦亮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 于

文静）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

境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海警局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

见，提出全产业链全环节加快推进深远海

养殖发展的重点任务。

这是记者12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

的消息。

据了解，意见坚持市场主导、科学布

局、科技引领、绿色生态、安全发展原则，

围绕深远海养殖发展的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提出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重

点任务，是我国首个关于深远海养殖发展

的指导性意见。

意见提出，要优化养殖空间布局，发

展深远海养殖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养

殖水域滩涂规划要求，桁架类网箱及养殖

平台、养殖工船原则上布设在低潮位水深

不小于 20米或离岸 10公里以上的海域，

重力式网箱布设海域水深不小于 15米。

要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大力推行健康养

殖，做精做好水产种业，积极发展水产品

加工流通，培育区域性优质特色品牌，鼓

励创建深远海养殖类型的国家级水产健

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意见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深

远海养殖项目要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措施要求。

要推进产业科技创新，加大对先进养殖技

术和设施装备研发支持，完善技术体系和

规范标准，提高深远海养殖的安全性和经

济性。要落实检验登记要求，养殖工船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

按照养殖渔船进行登记，重力式深水网

箱、桁架类网箱及养殖平台由地方人民政

府指定的主管部门制定规则进行登记。

意见提出，要强化安全生产措施，深

远海养殖生产经营者要落实主体责任，遵

守相关规定，做好风险防范。要健全监管

协作机制，建立由同级农业农村（渔业）部

门牵头，各有关部门共同参与的深远海养

殖监督管理工作协作机制，明确职能分

工，形成齐抓共管的监管格局。

8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