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用车“双积分”首次规模交易启动。这也
意味着，乘用车“双积分”正式进入了实际
操作阶段。有专家表示，“双积分”政策背
后的关键词包括节能减排、解决环境及能
源问题、解决交通拥堵等，表明了中国汽车
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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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封杀伊朗石油
如何扰动世界

美国意在通过限制石油出口切断

伊朗现金流，以遏制其核导研发能力和

地区影响力。此举将对全球石油市场

造成冲击，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

带来不确定性。但考虑到制裁措施招

致多方不满，其执行效果有待观察。

能源发布

□ 本报记者 李亮子 焦红霞

近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发布了

《关于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和

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上线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乘用车“双积

分”首次规模交易启动。这也意味

着，乘用车“双积分”正式进入了实际

操作阶段。

随后，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

署、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2017年

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

源汽车积分核算情况也接踵而至。

资料显示，2017年度，我国境内

130家乘用车企业共生产/进口乘用

车2469.29万辆，行业平均整车整备

质量为1438公斤，燃料消耗量正积

分为1238.14万分，燃料消耗量负积

分为168.90万分，新能源汽车正积分

为179.32万分，其中平均燃料消耗量

达标的企业共74家，不达标企业56

家。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一边是新

能源车企手握大把积分待价而沽，而

另一边不少负分十几万的传统车企

愁眉紧锁，探索消掉负分的良策。

有专家表示，“双积分”政策背后

的关键词包括节能减排、解决环境及

能源问题、解决交通拥堵等，表明了

中国汽车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革新

所谓“双积分”，即除了必须出售

足够数量的新能源汽车才能获得相应

新能源积分外，乘用车企业还需要降

低燃油消耗来获取油耗正积分。从以

往的数据分析看，汽车燃油消耗量降

低将成为企业取得正积分的关键。

去年，我国境内130家乘用车企

业行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为6.05

升/100公里，工信部要求到2020年车

企产销的新车要达到5升/100公里油

耗目标值。工信部相关文件也规定，

将2015年之前油耗积分目标值调至

6.9升以下，同时按照目标值和实际值

计算燃料消耗量积分，而不是按2016

年之后的达标值和实际值计算。此

举实际上抬高了燃油车正积分的门

槛。国家鼓励车企降低燃油车平均

油耗水平，以此减少燃油车带来的环

保压力的意图非常明显。

降低油耗已经成为燃油车必须

要坚持技术革新的重点。想要拿到

正积分，不断降低油耗是企业必然的

选择。日前，吉利汽车推出轻混版本

新车上市，其特点就是使用了48V

轻混系统。无独有偶，新一代的奥迪

A8也搭载了48V电气系统，而大众

和起亚的新车也会陆续实现48V清

混系统的转换。之所以有如此众多

车企瞄准48V清混系统，也是出于

节省油耗的考量。

48V混动系统可以让车辆在起

步或短暂怠速停车的时候使用，电动

机可以帮助发动机避开最耗油的工

况。通用性好且成本相对低廉的

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就成了应对

严苛排放法规的最佳突破口，它能够

以最小的代价让大部分燃油车的油

耗快速降低一个档次。

长城汽车内部人士介绍说，2018

年长城公司上市插电混P8及其他EV

车型，通过改进传统燃油车的动力系

统，以此进一步降低油耗水平，如

2018款哈弗H6运动版匹配新的动力

系统。研发部门也通过轻量化、搭载

48V BSG系统等不同手段降低油耗。

承压

“积分榜单”发布以后，不少负分

汽车企业为消除负分大伤脑筋。全

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表示，大型汽车集团关联企业

较多，因此能够通过内部转让方式较

好地实现积分平衡，压力相对小一

些，比如，长安福特的大量油耗负积

分可以通过长安汽车来解决。但像

长城汽车这类相对独立的汽车公司，

想消除负积分将面临不小挑战。

虽然目前汽车积分交易平台已

经上线，但无法看到上面的交易价格

和成交量信息。新日汽车研究院院长

王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

对积分是没有官方定价的，企业可以

自己协商积分交易的价格。国内人士

普遍认为积分交易价格不会太低，实

际呈交价格可能会超过1000元/分。

记者计算了负分企业需要购买

积分可能花费的成本，按照业内较低

的价格 1000 元/分～3000 元/分的

价格交易粗略计算，长安福特需花费

2.88亿～8.63亿元来购买新能源积

分，才能抵消2017年的油耗负积分；

而长城汽车则需要1.6亿元～4.8亿元。

而加州大学戴维斯交通研究院中

国能源和交通中心主任王云石也曾公

开表示，“新能源车积分单价极有可能

高于8800元/分。理由非常简单，新

能源汽车积分供需存在不平衡关系。”

对于企业来说，花钱购买积分将

会给企业带来很大资金压力。因此，

不少企业看重了投资入股的方式来

平衡积分。王凯告诉记者，负分企业

参股电动车企业，股份占比达到

25%，即可免费有限使用新能源正积

分。因此，不少负分企业都在谋求与

其他有正积分优势的企业合作。

融合

7月5日，长安汽车与比亚迪正

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电池合资合

作框架协议。双方将联合各自在新

能源、智能化、海外市场、共享出行等

多个领域的优势资源，开展从业务到

资本层面的全方位合作。

7月 10日，长城汽车发布公告

称，长城汽车和宝马成立中外合资公

司光束汽车，双方各持股50%，合资

公司投资总额为51亿元，其中注册

资本为17亿元。长城汽车副总裁赵

国庆透露，未来新合资公司积分分配

将按照股比进行分配，即为目前的

50:50。新合资公司的成立，于长城

而言收获巨大，不仅能获得与豪华车

品牌合作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解

决燃油限值和新能源积分问题。记

者看到工信部公布的积分表显示，宝

马公司燃油积分超过10万，对于解

决长城的负积分问题大有帮助。

由于“双积分”考核的原因，更多企

业把未来发展重点聚焦到新能源领

域。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汽车产业政策研究室工程师杨帅告诉

记者，新能源汽车的正向积分可以抵

消燃油车的负积分，但燃油车的正向

积分却不能抵消新能源车的负积分。

因此，为了应对明年和后年的考核，要

求各个车企必须要满足新能源汽车

10%～12%的占比，目前有不少企业已

经在规划增加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

事实上，在去年9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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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双积

分”政策对新能源汽车的产销已经开

始发挥作用。7月11日中汽协发布

的最新数据显示，1月～6月，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1.3万辆和41.2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94.9% 和

111.5%。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销售

7.17 万台，纯电动共计49,849 辆，

1月～6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35

万台，同比增长1.2倍，在整个新能源

市场占比高达86.2%。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吴志新表示，我国双积分政策是借鉴

了美国的CAFE法规和加州的ZEV

法规，并进行组合和创新而成的一个

新政策。对于双积分体系构建和后

续方案设计，我国仍然需要借鉴一些

发达国家经验，以提升自身的政策研

究水平。

“双积分”开启 新能源不是唯一

本报讯 中国石油管道公司中俄东

线项目部副经理李文杰日前在黑龙江省

黑河市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截

至目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北段（黑龙

江黑河—吉林长岭）工程已完成51%，

穿越黑龙江江底和讷木尔河的两处咽喉

隧道盾构工程进展顺利。

据介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目前投

入建设施工人员4000余名，施工机械

2000余台套，正在焊接的管道长度715公

里。李文杰表示，项目建设严格按计划进

度进行，预定目标2019年10月北段具备

投产条件，到2020年年底全线建成投产。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是体现中

俄两国全面加强能源领域合作、深化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跨境工程，也是构建

我国四大能源通道的战略性重点工程。

该管道中国境内段起自黑河市中俄

边境，末站位于上海市，途经9个省份，

拟新建管道3170公里，并行利用已建管

道1700多公里。

据中国石油管道公司管道工程专家

张利介绍，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是

中国首条采用1422毫米超大口径、X80

高钢级、12兆帕高压力等级、具有世界

级水平的天然气管道工程，也是从建设

到运营全程推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管理的首条智能管道样板工程。

未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将与现

有区域输气管网相联通，向东北、环渤

海、长三角地区稳定供应清洁优质的天

然气资源。按照中俄两国协定的每年输

送380亿立方米天然气计算，预计每年

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42亿吨、二氧

化硫排放量182万吨。 （范迎春）

我国页岩气储量
突破万亿立方米大关

本报讯 最新发布的全国矿产资源

新增储量数据显示，我国石油和天然气

增长放缓，煤层气下降，增幅较大的页岩

气储量突破万亿立方米大关。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2017年全国

矿产资源储量情况显示，我国石油、天然

气和煤层气勘查新增探明地质储量呈现

下降趋势。2017年，全国石油勘查新增

探明地质储量从2012年的15.22亿吨

降至8.77亿吨，天然气从9610亿立方

米降至5554亿立方米，煤层气从1274

亿立方米降至105亿立方米。2017年

我国石油、天然气和页岩气可采储量分

别增长1.2％、1.6％、62.0％，煤层气则

下降9.5％。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工作

小组召集人鞠建华说，最近５年来，我国

页岩气勘查取得了重要进展。截至

2017年年底，全国累计探明地质储量

9168亿立方米，今年4月已超过１万亿

立方米。2017年我国勘查新增探明地

质储量超过千亿立方米的页岩气田2

个，分别是四川盆地涪陵页岩气田和威

远页岩气田。

鞠建华说，我国矿产资源国情没有

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供应形势严

峻。过去5年，全国累计地质勘查投入

4800多亿元，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

重要成果。 （王立彬）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北段工程完成过半

日前，第十五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车展展出规模达22万平方米，

参展车辆超过1300辆。图为观众在博览会现场参观。（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林 宏 摄

本报北京 7 月 16 日电 记者

张莎莎报道 今天，受国家能源局委

托，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牵头组织

开展的《中国水电技术标准“走出去”

研究》在北京召开验收发布会。与会

专家普遍认为，此项课题研究成果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对今后推动与主

要贸易国之间的标准互认，打造中国

水电标准品牌，以水电标准质量引领

中国水电质量提升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

代进步。在国家全面实施“一带一路”

倡议的带动下，中国水电企业已经从

早期的工程分包、项目施工取得短期

收益的初级阶段，上升到拥有自主开

发权，依托综合实力开展资本并购、管

理运营电站、获取长期收益的全新阶

段，中国水电“走出去”已然全面升级。

中国水电工程技术国际领先,中

国在国际水电工程建设领域已经取

得了较好的业绩，中国水电技术标准

在国际水电工程项目中逐步得到推

广应用。但是，中国标准距离全面成

套标准“走出去”还存在较大差距，已

然成为我国水电工作对外技术交流

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要瓶颈之

一，中国水电标准体系迫切需要同国

际接轨。

课题研究组全面收集了中国承

建的水电国际项目所涉及的有关技

术标准、法律法规，深入分析我国水

电技术标准与国际通行标准的差异，

初步提出我国水电技术标准与国际

接轨的理念、方法和路线。

具体来看，该课题研究共有4项

创新点。首先，编制了《中国承建国

际水电工程使用技术标准目录》和

《中国承建国际水电工程技术标准应

用汇编》，并从标准使用区域、使用频

次等方面，对中国标准、国际标准、国

外标准的具体应用情况进行了分析

研究，基本掌握了国际水电工程技术

标准的使用情况；其次，按“接轨国

际、适应国情”的理念，系统地建立了

水电行业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再次，

按“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总体思

路，搭建了水电技术中、英文标准查

询平台，实现了关键词检索、全文预

览和强标下载功能，满足了社会各界

便捷地查阅和使用水电行业技术标

准中英文文本的迫切需求；最后，系

统对比分析了中外水电技术标准，提

出了我国水电标准国际化工作方案。

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发现，中

国水电技术标准在“走出去”过程中，

由于缺少公开发行的英文版本，加之

我国水电建设人员的外语能力水平

难以满足要求，使得目前国际水电工

程界对中国技术标准还缺乏了解。

课题研究组建议，能源行业主管

部门和标准化工作管理部门出台关

于促进中国水电技术标准“走出去”

的指导意见，助推中国水电国际化，

打造“中国水电技术标准品牌”。同

时，进一步加强中国水电行业国际

化的核心工作能力，组建与国际接轨

的水电标准化管理组织，进一步加强

水电领域标准化专业人才和管理人

才的培养。此外，还要有针对性地选

择一批已经发布或翻译完成的水电

技术标准英文版，以具体国际水电工

程为依托，进行实践示范，并提高宣

传力度。

水电技术标准“走出去”研究通过验收

《关于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和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平台上线的通知》近日发布，
乘用车“双积分”正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