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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日前发布首批符合国家标准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的汽车车型名
单，北汽福田、东风柳汽等 19 家企业
的 59 款车型榜上有名。这对于引导我
国汽车产业绿色生产，促进汽车产品绿
色消费，提升我国汽车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有着积极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群众购车刚性需求旺盛，我国汽车保有
量继续呈快速增长趋势。截至 2015 年
底，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1.72 亿辆，位
居全球第二。然而，由于发展阶段不
同，长期以来我国对汽车有害物质的豁
免标准整体较低，一些有害物质广泛应

用于汽车钢材、玻璃、刹车片、电子器
件、皮革、镀层等部件或材料中。这些
有害物质在汽车生产、回收拆解、材料
分离和再利用环节，不仅对环境和人体
健康产生危害，而且也成为制约我国汽
车产品走出去的“绿色壁垒”。

提升汽车产业绿色制造水平，是
适应当前绿色消费需求、推动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事实上，早在
十几年前，汽车发达国家和地区就已
开始加强对汽车有害物质及其回收利
用的管理。如欧盟实施强制准入性管
理，要求汽车产品必须符合有害物质
回收利用指令要求，方可进入市场，
并 实 施 严 格 的 抽 查 评 估 措 施 加 强 监
管。目前，欧盟汽车产品中铅的平均
使 用 量 减 少 90%以 上 ， 镉 、 六 价 铬 、

汞的含量基本趋于零，报废汽车可回
收利用率在 95%以上。美国基于 《产
品责任法》 等环保类法律法规，形成
事前自我认证与事后政府监督的管理
模式，使汽车有害物质的回收再利用
达到较高水平。日本则通过税收优惠
等手段，促进汽车企业加强对有害物
质的回收利用，5 年前日本单车平均含
铅量就已降至 96 克，粉碎残余物的循
环利用率高达 93.3%，相当于车辆回收
利用率达 99%。

“ 我 国 在 汽 车 有 害 物 质 及 其 回 收
利用管理上，落后汽车发达国家和地
区 8 至 10 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
务理事贾新光表示，为加强汽车有害
物质管理，提高报废汽车的回收利用
率，降低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危害，

提升我国汽车产品国际竞争力，今年
起我国开始对总座位数不超过 9 座的
载 客 车 辆 （M1 类） 有 害 物 质 使 用 和
可回收利用率实施管理，“此次名单
的发布，可以说是 《汽车有害物质和
可 回 收 利 用 率 管 理 要 求》 的 具 体 落
实，有利于引导企业树立绿色设计理
念，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
打造绿色供应链，促进绿色生产和绿
色消费”。

广汽集团执行董事、广汽乘用车公
司总经理吴松表示，定期向社会发布符
合国家标准 《汽车禁用物质要求》 的汽
车车型名单，不仅体现了绿色发展理
念，而且能够更好地引导当前汽车产业
全绿色生态链的构建，推动我国汽车产
业竞争力提升。

我国加强对汽车有害物质及其回收利用的管理——

“ 绿 名 单 ”促 汽 车 业 绿 色 发 展
本报记者 杨忠阳

本报北京 5 月 24 日讯 记者周雷

报道：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报告 （2016 版）》
显示，中国钢铁工业以满足国内需求
为目的。中国不鼓励钢铁产品大量出
口，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控制钢
铁产品出口。

去年，全球粗钢产量下降、钢材价
格下跌，中国钢铁业也出现下滑。在产
量方面，2015 年，世界 66 个主要产钢
国家和地区共生产粗钢 16 亿吨，比上
年下降 2.86%；中国内地全年生产粗钢
8.04 亿吨，比上年减产 1917.98 万吨，
下降 2.33%。在价格方面，2015 年 12
月末，CRU 国际钢材综合价格指数同
比下降 32.4%，CSPI 中国钢材价格指数
同比下降 32.16%，CRU 国际钢材综合

价格指数降幅高于 CSPI 中国钢材价格
指数。

从市场需求看，中国仍然是世界
上最大的钢材消费市场。2015 年，中
国内地粗钢表观消费量 7.04 亿吨，占
全球总量的 43.2%。中钢协表示，中国
经济的区域不平衡性以及阶段性特征
决定了国内需求将保持基本稳定，市
场前景依然可观。中国钢铁工业以满
足国内需求为目的，将不断完善公平
竞 争 的 市 场 秩 序 ， 努 力 化 解 过 剩 产
能，持续推进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和
绿色发展。

报告指出，钢铁产能过剩是全球性
问题。按照世界钢协数据，2015 年全
球粗钢产能利用率为 69.7%。2014 年末
中 国 粗 钢 产 能 约 为 11.3 亿 吨 ， 按 照

2015 年产量测算产能利用率 71.2%，和
全球情况基本相当。中国政府、钢铁行
业和企业积极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取得
了明显成效。“十二五”期间，已淘汰
落后钢铁产能 9000 多万吨；钢铁产业
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两年下降，2015 年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下降 11%；市场竞争和环保压力
已促使一批钢铁产能退出，包括各类所
有制企业。今后 5 年，中国计划再压减
1亿至 1.5亿吨钢铁产能，并出台了一系
列措施。

对于外界关注的中国钢铁贸易政
策，报告强调，中国不鼓励钢铁产品大
量出口，相反还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措施
控制钢铁产品出口，如对部分钢铁产品
加征出口关税、主动下调钢铁产品的出

口退税率等。近年来，中国钢材出口有
所增长，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国
际钢材市场需求上升、中国钢材国际竞
争力提升等原因。

相关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钢
材 出 口 1.12 亿 吨 ， 比 上 年 增 长
19.9%；进口钢材 1278 万吨，比上年
下降 11.4%；全年净出口钢材折合粗
钢 1.03 亿吨，占中国内地粗钢产量的
12.81%。

近年来，国际钢铁贸易摩擦增多，
中国政府和钢铁行业对此高度重视。中
钢协表示，中国钢铁行业愿以合作共赢
方式化解贸易摩擦，和国际同行一道共
同维护正常的国际钢铁贸易秩序，坚决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将钢铁贸易问
题政治化。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报告 （2016 版）》 发布

我国不鼓励钢铁产品大量出口

国家发改委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市场化收购缓解玉米产业价格倒挂
本报记者 乔金亮

近年来，我国玉米库存高企、财政负
担加剧，国内外价差较大、进口压力大，
加工企业经营困难、产业链价格倒挂。
玉米产业难题如何解决？

解困压力较大

“当前，粮食增产多、主要增在玉
米，粮食库存多、大头在玉米，玉米行业
面临的问题最受关注。”中国农科院国
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世
煌说，玉米是近年面积增加最多、产量
增加最快的作物。过去 12 年，玉米的
面积增加 2.1 亿亩，增加产量占粮食总
产量增量的 57%。

受玉米临储政策推动，我国从 2014
年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玉米种植面
积最多的国家。但增产的烦恼随之而
来：巨量的玉米库存不仅占用大量财政
资金，同时每年都要付出巨额库存成
本。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
强计算，目前 2.5 亿吨玉米每年需要付
出的库存成本费用在 630亿元。

尽管 2015 年临储价格首次下调后，
玉米价格有所回落，但国内外每吨价差
仍高达 600 多元。国内库存爆满，供给
过剩，但由于国内价格远高于国际价格，
国产玉米不具备出口竞争力，无法通过
出口去库存。同时，大麦、高粱等玉米替
代品进口数量激增，对玉米市场形成较
大冲击，玉米产能过剩持续加剧。

据统计，国内玉米的主要走向，饲料
约占 65%，玉米深加工不足 30%，食用
不足 10%。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区
划所研究员尤飞说，玉米供给量不断攀
升，但需求增长有限，主要原因：一是受
饲料高粱、大麦等低成本饲料作物替代
影响，玉米饲料需求放缓；二是玉米作为
能源作物，受到石油价格走低影响，加工
企业开工不足；三是玉米淀粉等其他加
工品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需求增长
缓慢。

从产业链角度看，玉米产业链上游

供给充裕，库存压力大，而中下游竞争较
为激烈，各企业基本处于盈亏平衡点附
近。以玉米淀粉行业为例，全国玉米淀
粉在 2011 年产能就已突破 2000 万吨，
近年来持续处于高位，而下游消费增长
缓慢，明显供大于求。据黑龙江省玉米
深加工行业协会统计，全省有玉米加工
企业 58 户，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8 户，年
加工能力近 1000 万吨；自 2014 年秋开
始，全省玉米深加工全行业亏损，至今多
数仍在盈亏平衡点附近挣扎。

举措从源头抓起

面对国内玉米产业倒挂的现状，国
家发改委已明确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
策，实行“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
制，农民随行就市出售玉米，财政给予一
定的补贴，保持优势产区玉米种植收益
基本稳定。业内认为，这样能减少进口
玉米及替代品的数量，下游的饲料、淀粉
和酒精等深加工企业才不至于连年亏
损，整个玉米产业链才能健康发展。

农业部力推农业结构调整，减少玉
米种植面积。全国计划 5 年内调减非

优势区域玉米 5000 万亩以上，折合玉
米产量 2100 万吨，鼓励农民将退出的
玉米改种市场需要的其他作物。同时，
农业部提出，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发力玉
米产业化，促进玉米转化加工，发展精
深加工业、延长产业链条，把“粮仓”变
为“粮仓”+“肉库”+“奶瓶”+“糖罐”+

“燃料箱”。
“燃料箱”意味着玉米生物燃料的发

展机遇。我国 2000 年开始发展以玉米
等为原料的燃料乙醇，并在东北、河南、
安徽等地区按 10%的比例添加到汽油
中，每年可消耗玉米 450 万吨左右。业
内人士认为，当前释放乙醇对玉米的需
求对玉米产业链是个好信号。

相比加工企业，主产区玉米种植大
户的状况更令人关注。农业部种植业司
副司长潘文博说，主要担忧新型规模主
体的种植效益。前两年玉米价格好，农
民就扩种玉米。据黑龙江等主产区调
查，玉米亩收益比大豆高 200 多元。农
民担心改种大豆、杂粮等后，效益赶不上
玉米。同时，由于大豆市场化收购，杂粮
杂豆价格波动大，担忧替代作物产品市
场难销。

不少新型主体正在改变思路。辽宁
省铁岭县蔡牛张庄玉米合作社理事长赵
玉国认为，单靠卖玉米原粮收益肯定没
保障，还得把产业链拉长。合作社今年
打算建好加工厂，生产玉米碴和玉米粉；
还要建好养羊场，实现从种到养的循
环。一斤玉米只能卖七角，而一斤玉米
碴就卖四五元，一斤高质量的玉米粉能
卖到 10多元，能增加玉米综合收益。

不会成为“第二个大豆”

伴随国家对玉米支持力度的下降，
人们担心玉米是否会丧失国际竞争优
势，成为“第二个大豆”。农业部种植业
司司长曾衍德表示，从短期看，玉米不是
少了而是多了，应主动调减玉米，减轻库
存压力。从长期看，玉米仍是需求增加
较多的品种，不会成为“第二个大豆”。

曾衍德说，这是因为：首先，两个
产品的贸易调控手段不同。根据入世
承诺，我国对大豆进口没有配额限制，
实行单一关税管理，进口关税 3%；而
玉米进口实行配额管理，配额总量 720
万吨，不到国内消费量的 4%，配额内
关税 1%，配额外关税 65%。这些年，
我 国 玉 米 每 年 实 际 进 口 量 均 在 配 额
内。由于实行配额化管理，可以有效
控制玉米进口。

其次，两个产品的加工布局不同。
大豆加工企业尤其是油脂加工企业主要
分布在东南沿海，离港口近，以进口原料
为主。而玉米加工企业数量多，大多建
在玉米主产区和畜牧业主产地，原料来
源以国内为主。

再次，两个产品的体量大小不同。
玉米产量占我国粮食产量的 36%，大豆
产量占我国粮食产量的不到 2%。世界
大豆贸易量 1.17 亿吨，高于我国大豆消
费量，可为我国进口大豆提供充足货源；
而世界玉米贸易量为 1.2 亿吨左右，仅
占我国玉米消费量的 60%左右。

曾衍德表示，玉米结构调整是在巩
固提升优势产区的同时，适当调减非优
势产区。“十三五”期间，国家将大规模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确保建成 8 亿亩旱
涝保收、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利于确
保粮食安全。

本报深圳 5 月 24 日电 记者杨阳腾今天从中国广核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中广核工程公司设计院三维布置设
计数据中心与中国核建二三公司燕郊总部三维布置异地
端，日前成功实现了中广核红沿河核电二期工程数据交
互与同步。据悉，这是我国核电行业最大、最完整的三
维布置协同设计平台，标志着中广核的三维布置异地协
同联合设计能力已在全球处于行业先进水平。

据介绍，三维布置异地协同联合设计技术的原理是
将抽象的工艺流程在虚拟的空间环境下进行实体化，实
现国内和国际多个单位之间的异地协同设计，解决了核
电设计最核心的工艺和管道布置等问题。目前已有遍布
全球各地的 1000 多台终端连入中广核三维布置设计平
台，这种创新和协同大大节省了设计成本，提高了核电
产业的智能化程度。

中广核三维设计平台助核电智能化
实现异地协同设计

本 报 北 京 5 月 24 日 讯 记 者 崔 国 强 王 轶 辰 报
道：由 21 世纪经济研究院主办，京东大数据和京东云
提供数据支持的 《2016 中国母婴产品消费趋势报告》
今天发布。

《报告》 显示，母婴产品的品牌效应、高端化趋势更
加明显。中国消费者网购母婴产品主要以奶粉、尿不湿为
主，两者销量占比超过六成，每年 1 月、3 月、6 月、11
月为母婴产品消费高峰期，每天消费最高峰是晚 9 点，并
且全国 94%消费者对促销价格敏感。

母婴产品消费趋势报告发布
品牌化高端化趋势明显

本版编辑 杜 铭 李 景

本报讯 记者冉瑞成、通讯员何一报道：重庆交通开
投集团称，重庆轨道 2、3 号线均为跨座式单轨。其中，3
号线是迄今世界上营运里程最长、客运量最大的跨座式
单轨交通线路。目前，重庆是中国唯一全面掌握跨座式
单轨交通系统技术的城市，并在轨道桥梁、道岔、车辆等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了创新突破。

据介绍，重庆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装备 90%以上实
现国产化，重庆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单轨交通装备制
造业基地，创立了多个国家、行业和地方跨座式单轨标准
规范。目前，国内外 40 多个城市正在规划研究应用重庆
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

系统装备 90%以上国产化

重庆成全球单轨交通装备制造基地

江西省新余市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量达 425 兆瓦，已

并网发电总规模达 153.16 兆瓦。图为 5 月 18 日，工人在江

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德佑光伏 35 兆瓦“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项目上施工。 本报记者 刘 兴摄

本报讯 记者许红洲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
国斌日前在“船舶行业推进智能制造现场经验交流会”上
表示，工信部一年来智能制造专项、试点示范项目的实
施，带动社会投资近 300亿元。

辛 国 斌 说 ， 工 信 部 目 前 已 基 本 完 成 “ 中 国 制 造
2025”“1+X”规划体系编制工作，制造业创新中心、
智能制造、工业强基、绿色制造及高端装备等五大工程
实施指南已经公开发布。作为“中国制造 2025”第一个
落地措施，针对当前我国智能制造标准滞后与缺失、没
有现成经验模式可遵循的突出问题，将智能制造标准试
验验证和新模式应用作为两大重点方向，对 24 个省(直
辖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市） 的 93 个重点项目进行了支
持。同时与国标委编制发布了 《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提出了智能制造标准体系总体框架。

智能制造专项带动社会投资近300亿元

江西新余因地制宜发展光伏发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