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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桥

山东省青岛市北区是国际邮轮港区

所在地。根据RCEP青岛经贸合作先行

创新试验基地的规划，将在邮轮港区重

点实施包括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在内的

“五中心一所一平台”项目。

国际油气交易中心的建立，将积极

承接RCEP签署落地所带来的利好，充

分发挥青岛金融、区位港口、人才等多方

面优势，打造集交易、信息、金融、物流于

一体的功能体系，建设服务市场的专业

平台，积极承接国际期货市场的保税交

割仓市场，发展成国际油、气化工品等大

宗商品内陆口岸的物流集散基地和产业

政策高地，逐步实现亚洲区域性大宗商

品定价的话语权。

区域优势凸显

青岛作为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

心核心区，围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新

平台建设高标准规划了青岛国际邮轮母

港区。同时，作为全省港口核心的山东省

港口集团，其总部也落户市北区。而且市

北区所具备的其他方面优势也为国际油

气交易中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是市北区位于主城核心区，地理

位置与自然环境优越，不仅坐拥胶州湾

漫长的海岸线，同时还有跨海大桥、第二

条海底隧道以及环湾路等实现内联外通

的重要渠道，基础设施配套资源丰厚。

二是市北区已经吸引了上海海事大

学青岛研究院等航运科研机构及中国船

级社、挪威船级社、中外运、山东海运等

一批知名企业入驻，凸显了市北区“航

运”的产业优势。

三是市北区在对外贸易领域与

RCEP成员国有着密切的合作。目前，南

洋银行、凯德 MALL、永旺、韩进等

RCEP成员国投资的企业相继落户市北，

百洋医药与日本伊藤忠、小林制药分别

开展了战略合作，青建在菲律宾、马来西

亚、柬埔寨、新加坡等分别建有海外仓。

四是市北区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也拥有强劲的发展潜力。RCEP青岛

经贸合作先行创新试验基地协同区内的

历史文化记忆示范区，拥有四方路、馆陶

路、武定路、黄台路、三江路、无棣路、长

山路7个历史文化街区，集中了市北区

95%以上的历史文化资源。市北区的历

史文化底蕴将会为新产业、新贸易提供

有力支撑和良性互动。

五是充足的土地资源让市北区拥有

发展RCEP青岛经贸合作先行创新试验

基地的先天条件。伴随老城更新改造，

市北区还将释放40余万平方米载体资

源，包括千亩跨国公司区域总部集聚区

在内的六大千亩产业集聚区，为打造产

业聚集高地提供了便利。

力争实现“四流合一”

根据规划，市北区建设国际油气交

易中心将筹建1个油气商品线上交易平

台、1个金融服务平台、1个信息服务平

台，围绕发展成为油气商品交易定价中

心、产业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智慧贸易

功能体等目标定向发力，形成油气商品

贸易创新生态，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四流合一”。

为实现上述目标，国际油气交易中

心将通过发挥媒介功能、信息服务功能、

产业组织功能和利益协调等平台功能，

对石油供应链的产业资源、市场资源的

整合，驱动企业持续进行技术创新和商

业模式创新，用高度黏性的平台经济推

动产业发展。平台落地后，国家物资储

备局、华衡能源将直接投资设立贸易公

司在平台上开展业务。同时，山东省43

家炼化企业中有京博石化、东明石化、恒

源石化、玉皇化工、汇丰石化等多家中国

500强企业，此类企业既具有较强的产业

基础，又具有在青岛市落地贸易总部、打

造对外合作交流平台的现实需求，未来

将通过平台吸引集聚一批省内大企业的

贸易总部和对外平台。

另外，依托平台的金融服务功能，发

挥国际油气交易中心作为平台上成品油

现货存储和交割载体作用，将定向打造

国内最大的成品油贸易保理公司，引入

财产保险公司为成品油贸易企业定制履

约保证险，成立为成品油交易中心服务

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同时，引入

银行为成品油贸易提供资金支持，在实

现产业集聚的同时，为贸易上下游客户

提供金融支持，形成完整产业生态。

具体来看，国际油气交易中心拟会同

华衡能源，联合国家物资储备局等国家机

构和省港口集团、中化集团、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船舶燃料有限公司等大型国企共同打造，

通过从“炼厂销售”到“管网铁路运输”，到

“中间仓储”，再到“终端客户采购”全链条

的数字化、智能化管理，对各环节进行标

准化、可视化重构，用市场力量优化生产、

流通和服务资源配置，推动贸易环节和金

融环节有机结合，实现风险可控。

在基本模式上，国际油气交易中心

将以成品油现货交易为支撑。上游，通

过对称信息集聚地炼企业上平台；中游，

建立全国布局的成品油仓储物流网络，

有效降低成品油物流成本，增强客户黏

性；下游，打通中国航空油料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船舶燃料有限公司和成品油批

发大贸易商等渠道，增强交易流动性。

在创新模式上，将引入国家物资储

备局参与交易中心建设，借助其全国24

个省已建成的约1000万立方米库容的成

品油库作为平台上成品油现货存储和交

割载体。在此基础上，与银行、保险公司

等金融机构联合，成立新金融平台（保理

公司、保险公司、融资租赁公司、担保公

司），为供应链上的炼化企业、贸易商、中

小终端客户提供仓单质押、商业承兑汇

票、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保理等多种融资

方式结合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在此模式

中，通过交易平台确认贸易双方主体的可

靠性，通过可控的仓储物流来确认仓单

和交易的真实性，降低金融风险，提高融

资效率。

本报讯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正迈向全球智能新能源汽车

产业投资新高地。5月21日，18

家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项目落地

临港新片区，总投资超160亿元。

本次签约项目涵盖了汽车整

车、汽车芯片、自动驾驶系统、汽

车内饰、车身、新材料、检验检测、

氢燃料汽车核心零部件、精密加

工等多个领域。据了解，这将为

临港新片区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

迈过千亿级规模提供有力支撑。

临港汽车产业起步于 2008

年，经过10多年的发展历史，目

前拥有整车产能60万辆、发动机

产能57万台、相关企业80多家。

数据显示，2020年临港新片区规

模以上智能新能源汽车企业实现

产值758亿元，同比增长141.6%。

“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临

港新片区七大前沿产业之一，是

临港新片区目前历史最悠久、规

模最大、基础最好、发展速度最快

的产业，它将成为新片区首个迈

向千亿元级规模的产业，是新片

区首个挑战3000亿元规模的产

业。”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

会常务副主任朱芝松表示，汽车

电动化、智能化发展加速推进，新

能源、新材料和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加速

突破，无人驾驶、智能网联等新的

产品形态不断涌现，新能源汽车

市场快速增长。

“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前所未

有。而对于临港新片区来讲，则已

经成功抓住了产业机遇红利，并且

这种红利正在不断释放和迸发。”

据朱芝松介绍，尤其是目前我国一

大批有资金、有技术、有实力的企

业纷纷提出希望到临港投资布局

的意愿，“‘造车进临港’已成为一

定程度上的行业流行风尚。”

此外，临港新片区正在超前

谋划和落实“碳中和、碳达峰”要

求，发挥东海大桥的重型卡车应

用场景优势。据朱芝松透露，临

港新片区计划到2025年建设8座

加氢站、推广1500辆氢燃料电池

汽车，成为我国领先的氢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地区。 (李姝徵)

□ 李江宁 王震鹏 焦兴晨

“这两年村集体经济不断发

展，供电公司积极做好电力基础

设施的建设，为农村牧区产业发

展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让农

牧民用上了可靠电，过上了幸福

生活。”5月21日，青海省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副

镇长扎雅夫说。

巴音，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小

村庄”。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

治州乌兰县茶卡镇的巴音村，是

一个以汉族为主，蒙古族、藏族聚

居的半农半牧型重点贫困村。“搬

迁前，主要靠种地为生，我和妻子

种了20亩地的青稞和油菜，除去

成本和日常开销，一年也就两

千多元收入，只能维持个温饱。”

巴音村村民赵海山说。

穷则思变。赵海山与村里人

开始外出打工。“那几年啥都干

过，在工地干过小工、大工。”赵海山

表示，虽然收入比种地高了许多，

但其中的滋味只有自己清楚。他

一直梦想能有一天回乡创业，自

己开店当老板。

2011年，青海省政府在茶卡

镇巴音村实施“党政军企”共建示

范村项目，乌兰县供电公司全力

做好共建示范村配套电力设施建

设。2013年，巴音村35户村民搬

迁到茶卡镇，每户村民分配了一

套120平方米二层小楼，赵海山

一家如愿以偿搬进了新家，这也

让他看到了希望。

2015年，乌兰县开始实施生

态旅游扶贫工程。2016 年，借

助茶卡盐湖旅游发展的东风，

赵海山做起了向往已久的民宿

生意，吃上了旅游饭。“在家门口

开店，既可以照看老人和孩子，

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真好。”

赵海山说。

2019年，巴音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15,484元，巴音村脱贫攻

坚工作高标准通过验收。村里发

展好了，村民越来越爱干净了。

青海海西供电公司结合特色

小镇建设全力打造全电景区，对

镇区、盐湖景区燃煤锅炉开展调

查摸底，推广清洁电采暖技术，帮

助客户编制改造方案和测算运行

成本，建立协同联动机制，缩短报

装时间。截至2020年12月，累计

推广电能替代 74 项，替代电量

0.49亿千瓦时。

2020年8月，青海省科技厅

在巴音村实施了清洁取暖示范项

目，让巴音村彻底结束了烧煤取

暖的历史。外修颜值，内修气质，

巴音村实现了生态美、环境美、自

然美的华丽蝶变。

山东青岛：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呼之欲出
青海海西：清洁用电赋予村民新生活

上海“造车进临港”成为行业流行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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