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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8 日讯 记者黄鑫报
道：工信部今天公布《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2016—2020年）》，提出到2020年，绿色
发展理念成为工业全领域全过程的普遍
要求，工业绿色发展推进机制基本形成，
绿色制造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和国
际竞争新优势，工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显
著提升。

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
人指出，工业绿色发展整体水平显著提
升包括能源利用效率、资源利用水平、清
洁生产水平大幅提升，节能环保装备等
绿色制造产业快速发展，并初步建立起
绿色制造体系。

绿色制造业有望成为经济增长新引
擎。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及太阳能、风
电等新能源技术装备制造不断取得创新突
破，节能环保装备、产品与服务等绿色产业
迅速发展。工信部数据显示，2015年，我
国节能环保装备、资源综合利用、节能服务
等节能环保产业产值约4万亿元。

“要发展绿色制造业，就要强化产品
全生命周期绿色管理，包括支持企业推
行绿色设计、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

厂、发展绿色工业园区、打造绿色供应链
等。”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工信部将开展绿色设计示范试
点，到 2020 年创建百家绿色设计示范企
业、百家绿色设计中心，力争开发推广万
种绿色产品；在钢铁、有色、化工、建材、
机械、汽车、轻工、纺织、医药、电子信息

等重点行业创建千家绿色示范工厂；创
建百家示范意义强、综合水平高的绿色
园区；在信息通信、汽车、家电、纺织等行
业培育百家绿色供应链示范企业。

其中，绿色供应链将以行业龙头企业
为依托，带动上游零部件供应商和下游回
收处理企业，涵盖采购、生产、营销、回收、

物流等环节。“互联网+”将被用于资源回
收，这也是“绿色制造+互联网”的应用之
一，包括利用物联网、大数据开展信息采
集、数据分析和流向监测；再生资源利用企
业与互联网回收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利用
电子标签、二维码等物联网技术，跟踪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流向等。

我国农机行业迈向大型高端智能化——

农用拖拉机驶入“自动挡”时代
本报记者 刘 慧

今年上半年，国产农机具行业呈
现良好发展态势，国产拖拉机在转型
升级方面亮点频出。根据中国农机工
业协会最新统计，截至 5 月底，骨干企
业拖拉机总产量下滑 11.59%，而 130
马力以上拖拉机产量出现较大增幅。
国三排放标准升级、200 马力动力换
挡拖拉机批量投放市场、400 马力无
级变速拖拉机研发成功等一系列重大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国产拖拉机
向 大 型 高 端 智 能 化 方 向 迈 出 重 要 步
伐，也标志着国产农用拖拉机进入绿
色环保的“自动挡”时代。

三大技术助推升级

今年农机行业的头等大事无疑是
国三农机产品的推广应用。近日，在
安徽阜阳召开的“2016 国三农机产品
推广应用活动”上，中国一拖展出的 10
台国三大马力拖拉机表现抢眼。“农机
排放标准升级是世界趋势，也是我国
农机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国三标准
不是农机发展的终极目标，未来还会
实施国四甚至更高排放标准。”中国一
拖副总经理王克俊在接受《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时说。

动力换挡技术被称为拖拉机中的
“自动挡”，是一次技术革命。中国农
机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宁学贵介绍，动
力换挡技术大大提高了作业质量和效
率，降低了操作难度和劳动强度，减少
了油耗。目前动力换挡拖拉机在我国
已实现批量化生产，与常规机型相比，
作业效率提升了 40%，平均节能 30%。

在近日北京举办的国家“十二五”
科技创新成就展上，中国一拖的 400
马力无级变速重型轮式拖拉机亮相，
代表了当前国产拖拉机的最高技术水
平，特别适用于大型农场的耕、耙、复
式作业等重负荷作业，但实现产业化
生产还需要 3 至 5 年时间。

王克俊认为，动力换挡和无级变速
代表着拖拉机技术发展的方向，动力换
挡拖拉机是当前全球拖拉机主打产品，
未来无级变速拖拉机将逐渐取代动力
换挡拖拉机成为领导性产品。动力换
挡拖拉机批量生产和无级变速拖拉机
研发成功，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加速
了我国农机行业转型升级步伐，将会带
动一批国内农机企业积极开发新产品。

培育高端农机市场

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供给不足是
当 前 我 国 拖 拉 机 行 业 面 临 的 突 出 问
题。王克俊认为，未来国产拖拉机的
发展趋势是：动力由机械换挡向动力
换 挡 、无 级 变 速 方 向 发 展 ，排 放 向 国
三、国四甚至更高标准升级，控制向智
能化方向发展。不过，高端拖拉机市
场的形成尚需时日，有待于农村改革、
农业精细化的发展逐渐把市场打开。

受市场需求不足、农业政策调整
等因素影响，近几年国产拖拉机行业
增速下滑，但是大马力拖拉机市场表
现不俗。今年上半年，130 至 140 马力
段拖拉机产量上升 57%以上，150 马力
以上拖拉机产量也出现较大增幅。随
着现代农业发展，土地深耕、深松，秸
秆还田等作业需求不断增长，国产高
端拖拉机还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但
是，动力换挡拖拉机比同类型普通拖
拉机高出 10 万元左右，影响农民购买
意愿。农机推广部门和用户希望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能够向国产动力换挡拖
拉机倾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现在农机
制造企业普遍担心高端大马力拖拉机
能否被用户接受。安徽阜阳市颍州区
振宏农机专业合作社社长刘怀红说，
以前听说国三拖拉机对油品质量要求
高、服务难度大、配件难买、销售价格
高，他们顾虑挺大。今年合作社购买

了几台国三大马力拖拉机，作业效率
高，干活更轻松，维修也更方便。以前
农机出故障主要靠经验检测，国三拖
拉 机 可 以 进 行 智 能 化 检 测 和 远 程 诊
断，准确找到故障点。他表示，今年还
打算购买几台国三大马力拖拉机。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

动力换挡和无级变速拖拉机在发
达国家已是非常成熟的主流产品，我国

与其差距至少在 10 年以上。国产高端
拖拉机研发制造技术进步明显，但是关
键核心技术和零部件配套还很落后，还
没有掌握变速箱的设计、制造技术和关
键零部件技术，尚需要依赖国外。

专家认为，要缩短差距，需要国内
拖拉机制造企业勇敢地走出去，通过国
际化运营整合全球农机资源，在欧美日
等农机制造业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
利用成熟技术进行集成创新，突破高端
智能拖拉机研发制造技术的瓶颈障碍。

中 国 一 拖 是 最 早“ 走 出 去 ”的 典
型。2011 年，中国一拖收购了意大利
ARGO 集团旗下一家法国工厂，并设立
了研发中心。2013 年 9 月，一拖生产的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换挡重
型拖拉机下线，终结了国际巨头的垄
断。目前中国一拖的动力换挡技术已
经应用到了 80 至 400 马力拖拉机。继
一拖之后，雷沃重工、中联重机等大型
农机制造企业也纷纷走出去。中联重
机 2014 年发布的动力换挡拖拉机，整
合了北美、欧洲研发资源；雷沃重工今
年推出的雷沃阿波斯动力换挡拖拉机，
采用了欧洲最新设计的电子控制系统。

“在利用国外成熟技术的同时，还
需要推进国内动力换挡拖拉机和无级
变速拖拉机整个制造体系的升级。在
国家政策支持下，农机制造企业要加
大科研投入，提高研发制造能力，在关
键零部件和共性技术方面不断取得突
破。”宁学贵说。

农机产品质量问题始终是困扰我

国农机制造企业的一个大问题。我国

农机产品与国外有很大质量差距。不

少国产农机产品是爱出毛病的代名词，

很多农民用户对此无可奈何，宁愿多花

钱购买国外农机产品。

国内农机制造企业其实并非不重

视产品质量，在一些农机企业常常能看

到“质量是企业生命”的标语，时刻提醒

员工要关注产品的质量。有的农机企

业还大力开展质量年、质量月活动。提

高售后维修服务是当前农机制造企业

普遍采用的方法。一家比较有名的国

内农机制造企业负责人曾经告诉记者，

每到农忙季节，他们企业会把车间所有

人员投入到农机维修服务中。但这种

优质服务背后，反映的却是国产农机产

品质量不尽如人意的窘境。

对于农机制造企业来说，产品质

量不是靠标语或运动抓出来的，也不

是靠售后维修服务这种亡羊补牢的办

法来保障的，而是要通过提高产品制

造标准，提高零部件制造技术，提高农

机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在线检测水平来

保障产品质量；要建立互联网思维下

的全面质量管理，通过严格管理把质

量意识贯彻到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用

匠心打造好每一台农机产品。

今年，在吉林四平市召开的国三大马力拖拉机及其配套机具演示现场，十几辆大

马力拖拉机一字排开，整装待发。 本报记者 刘 慧摄

加 快 破 除 农 机 质 量 瓶 颈
博 雅

本报讯 记者黄鑫、实习生吕端报道：
7月15日，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相关
负责人向《经济日报》记者透露，《高风险污
染物削减行动计划》实施3年以来，纳入计
划中的305个项目已完成60%，减少汞使
用量160吨/年、废水和废气中的铅及化合
物排放量 7.5吨/年，替代高毒农药产品产
能 1700吨/年，减少苯、甲苯、二甲苯等有
害溶剂使用量 1.6 万吨/年。近 4 年实现血
铅事件“零纪录”。

据了解，计划实施以来，18个省（区市）

和两家中央企业集团共实施了305个项目，
其中铅蓄电池行业项目占118个。铅蓄电池
企业从2012年的1800多家减少至2015年
的300多家，已完成并获得奖励资金支持的
项目达42个，实现了“绿色”转身；此外，电石
法聚氯乙烯行业汞源头减排成效显著，基本
完成了高汞触媒淘汰替代工作。

据介绍，计划实施3年来，共利用中央
财政资金3.1亿元，预计整个行动完成需财
政资金总额不超过6亿元，将带动涉汞、铅
和高毒农药行业投资约 477亿元，投资拉

动比 1∶80，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应，推
动了产业绿色升级改造。

“目前有近40%的项目未完成，一些行
业仍有改造潜力。”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相关负责人指出，部分行业绿色升级改造进
展慢、高风险污染物涉及面窄、覆盖地域范围
有限等问题仍然存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工信
部会同财政部将积极争取再补充吸纳一批
高风险污染物削减项目，提前谋划研究拓展
高风险污染物范围，做好政策储备，将高风险
污染物削减工作长期化、常态化。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出台

我 国 将 初 步 建 立 绿 色 制 造 体 系

我国高风险污染物削减计划完成 60%

中国煤炭科学产能排行榜发布——

煤 企 去 产 能 评 估 作 参 考
本报记者 佘惠敏

7 月 17 日，《中国煤炭科学产能评测
研究报告》在我国首次发布。这是由煤
炭科学研究总院设立并承担的 2015 年
重点基金项目，通过对 105 家矿井科学
产能指标的评测计算，首度进行了我国
煤炭企业科学产能的年度排名。结果显
示，神华集团的布尔台、大柳塔、哈拉沟
煤矿名列本次科学产能测评总分前三
甲。其中神东上榆泉、榆家梁及伊泰宏
景塔一矿位列绿色指标前 3 名，神东布

尔台、大柳塔、补连塔、活鸡兔位列效率
指标第一。

据介绍，科学产能是指在保证一定
时期内持续开发储量的前提下,用安全、
高效、环境友好的科学开采技术方法将
煤炭资源最大限度采出的生产能力。煤
炭科学产能是 2011 年以中国工程院谢
和平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提出的煤炭
资源开发利用新理念，主要包括生产安
全度、生产绿色度及生产的机械化程度

三方面内容。课题组选择资料较为齐全
的 105 家矿井，首次进行了 2015 年煤炭
科学产能的计算和排名分析。

评测结果表明：从指标结构上看，
我国煤炭企业安全生产程度最好，生产
绿色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从矿井区位
方面来看，晋陕蒙宁甘区煤矿总体较
好，华东区煤矿相对较差，这是由我国
煤炭资源的赋存与开采条件决定的；从
井型结构方面来看，千万吨级以上的特

大型矿井科学产能指标数据总体最好，
120 万吨以下的矿井科学产能得分最
低，这也指明了整合淘汰落后产能的技
术方向。

谢和平表示，希望通过科学产能的
计算评测，倒逼煤矿企业不断升级科学
技术与装备、提高管理水平、提升员工
素质，使煤炭行业从挖煤、供煤的初级
阶段发展为供应清洁优质能源全产业
链的高级阶段。

本报河北唐山7月18日电 记者宋美倩、通讯员常云亮从
唐山市开发区获悉：由沃特玛电池有限公司在该区投资建设的
大型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基地已正式投产。

据沃特玛集团总裁李金林介绍，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
基地总投资 16.8 亿元，一期 3 条生产线建成后可年产 10 亿
安时锂电池。二期将于 9 月份启动，到 2017 年底建成投
产。公司将采用国内最先进的动力电池生产自动化设备，
年产规模达 30 亿安时。其产品具有体积小、续航里程长、
充电时间短等特点，同时还具备防水、防漏电等优点，可广
泛应用于陆海空各类交通工具和各种智能照明系统。全部
建成后预计年营业收入 72 亿元，利税 8.5 亿元，可解决
2000人就业。

企业投产后，还将吸引 9 家联盟配套企业落户，形成集
电机、电控、电池及充电桩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为一体的
全供应链式特色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陈莹莹报道：“我国恶性肿瘤具有发病率
高、死亡率高等特点，冠心病则出现了知晓率、治疗率、死亡
率同时上升的情况。”在 7 月 14 日至 17 日召开的第十五届
亚洲核医学年会上，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李亚明说。

提高肿瘤等疾病的诊断率、治疗率，一直是医学界努力
的方向。“核医学装备在肿瘤和心血管等重大疾病的诊断和
评估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李亚明表示，PET-CT 不但是肿
瘤早期筛查的重要技术手段，也是目前对冠状动脉微血管病
变作出准确评价的有效手段。“PET-CT 主要应用在肿瘤
上，是为数不多能检测功能、代谢变化的大型医疗装备。”北
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朱德权说。

到 2015 年 底 ，全 国 总 体 规 划 配 置 PET-CT 共 270
台。而由于技术的复杂性，国内高端核医学装备一直被
GE、Philips、Siemens 等国外厂商垄断，其市场占有率超过
95%。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教授说，我国高
端医疗产品一直依赖进口，因为缺少国产替代，国家不得不
购买国外产品。

目前，国内已有数家厂商研发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 PET-CT。其中，由赛诺联合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研制的产品成为世界首台可以在受检者自由呼吸状态下取
得精准影像的 PET-CT。赛诺联合医疗 CEO 王涛介绍，
除了在高强度辐射、连续开关和极其恶劣的环境条件下保
证产品性能和系统的稳定性，技术团队还在协和医院的试
验过程中，解决了受检者自由呼吸的问题。

据了解，不同于 CT，PET-CT 的扫描时间长达 15 至
30 分钟，60%的病人在检查过程中会发生运动偏移，造成
伪影或定位不精准。目前所有技术手段都需要借助额外的
呼吸控制装置，导致增加临床麻烦、延长扫描时间等问题。
王涛说：“我们独创了智能运动追踪系统，可以在受检者自
由呼吸状态下取得精准影像。”李亚明表示，这表明国产设
备在某些技术和性能参数方面超过了现有的国际先进水
平，实现了我国在核医学装备领域的重要技术突破。

解决运动偏移干扰难题

国产PET-CT获重要技术突破

河北建成新能源汽车电池产业基地
预计年营业收入 72亿元

本版编辑 杜 铭 李 景

7 月 14 日，四川华蓥市华金润集团员工在加工手机。

近年来，华蓥市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其“华蓥造”4G 智能手

机、数字手机等产品，远销东南亚及非洲、拉丁美洲等海外

市场。 邱海鹰摄

本报青岛 7 月 18 日电 记者刘成报道：杰华生物医药
生产基地今天在青岛市崂山区正式开始试生产，这标志着
我国自主研发的、取得世界抗肿瘤研究重大突破的最新药
物，开始进入批量生产。

杰华生物技术公司是中国留学生投资和管理的从事生
物高新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国际化集团公司，经过 16 年研
发，杰华生物建立了基因改造高活性蛋白质、蛋白质长效化
两大专利技术平台，发明了 3 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蛋白质化合物新药，先后获得我国和美国、欧盟、日本等国
家和地区 100多项发明专利。

杰华生物技术（青岛）有限公司是其第一个产业化的生
产基地，可年完成 3000 万支注射剂，其生物药产能为我国
最大，配属的现代化 QA 和 QC 实验室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
的药厂质量检测实验室。首期产业化产品为重组高效抗肿
瘤抗病毒蛋白注射液，为国家一类新药。经国家药品生物
制品检定院鉴定，与同类蛋白质药物相比，其抗肿瘤活性高
出 200 倍以上，抗病毒活性高出 10 倍以上，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成功地通过蛋白质工程技术，使蛋白质功能和活性
提升至天然蛋白质的百倍以上。

国产先进抗肿瘤药物量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