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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50年，总输送路径将达12.6万公里——

“电力丝路”架起能源互联“高速路”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当前，以特高压输电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调发展的全球智

能电网网络，正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加快建设。截至目

前，我国已与老挝、越南等邻国实现电网互联，在特高压技术方面

的成功实践也使跨国、跨洲电力互联成为可能，“电力丝路”正逐

渐架起全球能源网络互联互通的“高速路”

多元化动力时代来临

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长期并存
本报记者 杨忠阳

□ 单一的驱动形式已经难以满足多元市场需求，传统动力、混合动
力及新能源动力多元并存成为必然，各动力系统之间相互包容、相互
融合

□ 虽然汽车动力市场由内燃机动力向多元化动力转变是大势所
趋，但传统动力系统依旧在当下和未来较长时期内占据主导位置

□ 业内预计，到2035年左右，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的市场竞争
力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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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工业主机安全防护
和工业大数据访问控制这两大

“痛点”问题，工业企业就可以更
加放心地拥抱工业互联网

全球能源互联网建设正在快速推
进。近日，一场以全球能源互联网与“一
带一路”建设为主题的集中签约仪式在
北京举行。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全球能源
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以下简称“合作组
织”）与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联合国西亚经社委、世界气象组织、
莫斯科动力学院、埃塞俄比亚能源部与
海合会电网管理局签署 6 项合作协议，
共同推动“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建设发
展。同时，合作组织正式对外发布了首
个“一带一路”能源互联网构建方案。

构建能源共同体

全球能源互联网被誉为全球清洁能
源输送的“高速公路”，是清洁能源在全
球范围大规模开发、输送、使用的基础平
台。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其励表示，加快
建设全球能源互联网恰逢其时，符合世
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实施手段就是建设
以特高压输电为骨干网架、各级电网协
调发展的全球智能电网网络。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清洁能
源资源丰富，数据显示，亚非两大洲水
能、太阳能、风能蕴藏量分别占全球的
58%、65%、58%。如何利用好这笔“财
富”，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合作
组织研究提出首个“一带一路”能源互联
网构建方案，打造绿色低碳、互联互通、
互惠共享的能源共同体。

“构建全球能源互联网，将根本解决
资源匮乏、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健康贫
困等重大挑战，为加快建设‘一带一路’
打造新引擎、搭建新平台。”合作组织主
席刘振亚说。

在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上，合作组织与联合国经社
部、联合国亚太经社委、非盟、阿盟、海合
会电网管理局签署 5 项合作协议，签约
成果纳入了高峰论坛成果清单。

两年时间过去，合作协议中的内容
全部付诸实施。其中，全球能源互联网
纳入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工
作框架，写入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
级会议北京宣言。

截至目前，合作组织已与8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企业、机构和高
校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签署30余项合作
协议，范围覆盖全球能源互联网理念传
播、基础研究、项目建设等多个方面。合
作组织会员单位数量达到 635 家，遍及

5大洲93个国家（地区），其中包括26家
世界500强企业。

设施联通建设顺利

近日，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首个
在国外独立投资、建设和运行的特高压
工程——巴西美丽山水电±800千伏特
高压直流送出二期项目全线架通。这条
总长超过 2500 公里的线路将把亚马逊
雨林丰沛的水电送至里约热内卢，不仅
解决长期困扰巴西的远距离能源输送难
题，更为当地创造了 1.6 万个就业岗位
和 290 亿雷亚尔税收，工程预计于今年
三季度投运。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抓住关键
的标志性工程。以电网互联互通为核心
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成为“一带一
路”设施联通的有效载体，并有条件优先
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期间，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
织发布了《“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互联网
研究报告》《全球能源互联网落实“一带
一路”发展报告》两项研究成果，提出全
面促进“五通”、加快“一带一路”国家电
网互联互通的规划与行动方案，努力描
绘“一带一路”建设“工笔画”。

据了解，合作组织聚焦 6 大经济走
廊与3条蓝色经济通道，重点对“6+3”通

道的发展基础、发展思路和互联互通方
案 3 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到 2050
年，“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互联网建设项
目达67项、总输送路径达12.6万公里。

以中巴通道为例，研究提出建设中
国新疆至巴基斯坦±660 千伏、±800
千伏直流工程，实现中国西部和巴基斯
坦互联互通，推动巴基斯坦成为沟通中
国、中亚和中东能源大通道的枢纽。

一条“电力丝路”正在铺就。目前，
中国已与俄罗斯、蒙古国、老挝、越南等
邻国实现电网互联，并正在积极推动中
韩、中缅孟等电网联网工程。

重点项目备受认可

刚果河下游金沙萨至马塔迪近300
公里河段，被业内专家誉为世界上水电
资源最富集的地区。32个瀑布和急流，
280 米总落差，非常适合建设超大型水
电站，总装机规模超过 1.1 亿千瓦。其
中，大英加项目装机规模达 6000 万千
瓦，发电量相当于8个三峡电站。

合作组织创新提出了“电—矿—冶
—工—贸”联动发展模式，规划采用超远
距离、超大容量的特高压输电技术，将刚
果河大英加水电送至西非，支撑几内亚
等国铝和钢铁产业升级，满足工业发展
用能需要。

几内亚国务部长、总统办公厅主任

卡巴表示，几内亚经济发展受到能源资
源短缺制约，仅依靠境内资源并不能完
全满足电解铝等行业发展，需要加强与
周边国家电网互联，弥补电力缺口。

目前，合作组织正在与刚果（金）政
府大英加项目负责机构——大英加开发
促进署开展合作，提供项目规划咨询服
务。大英加开发促进署署长卡拉拉表
示，推动大英加项目和跨国电网互联，将
满足大型采掘业及跨区域产业用电需
求，非常欢迎中国企业参与其中。

据合作组织研究测算，到 2050 年，
“一带一路”国家能源互联网总投资将达
27 万亿美元，新增就业岗位 2 亿个，“一
带一路”国家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总装
机比重超过 80%，亚洲、非洲人均年用
电量分别达到 7000 千瓦时、1500 千瓦
时，让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和现代电力
服务。

“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
的全球治理理念正在全球能源互联网建
设过程中得到运用，全球互联互通带来
的巨大经济发展机遇赢得了世界的认可
与支持。”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委员会总
裁苏瓦迪表示，中国在特高压技术方面
的成功实践使得跨国、跨洲电力互联成
为可能，未来电力传输将不再局限于国
家内部，期待包括海湾地区在内的跨国
电力输送项目能够取得更大进步与
突破。

由中国汽车报社主办的“中国汽车
动力技术交流会暨首届中国源动力颁奖
典礼”近日在北京举行，经过专家委员会
评审，包括潍柴动力 WP13 柴油发动机
在内的 11 家企业的 13 款汽车动力系统
获得首届中国源动力奖。

业内专家认为，在“电气化、网联化、
智能化和共享化”的产业变革背景下，

“双积分”“国六排放”“纯电动”“混合动
力”“氢燃料动力”“增程式”等新技术、新
政策将从不同角度推动汽车动力市场进
化，全球汽车动力系统正步入“多元化”
发展时代。

天津大学内燃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姚春德介绍了现代内燃机的主流技术
特点，同时梳理了内燃机技术演进的历
史。“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内燃机技术
与以往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可变压缩比、
停缸技术、均值压燃技术、缸内喷水技术
等技术日新月异。”姚春德表示，未来电
气化和燃料多元化将赋予内燃机强大的
生命力。

“内燃机技术进步远没到终点，汽
油机热效率有望增长到 60%，柴油机有
望增长到 80%。传统汽车与新能源汽

车将长期并存，业内预计在 2035 年左
右达到市场交汇点。”中国汽车工程学
会副秘书长闫建来表示，在传统动力系
统依旧占据主力位置的当下，当前混合
动力系统、纯电动动力系统、增程式动
力系统正不断崛起，汽车动力市场由内
燃机动力向多元化动力转变已是大势
所趋。

针对“究竟谁会成为中国车用能源
终极目标”的争议，闫建来回应，当前，中

国汽车产业目标从跟随性发展向引领性
发展转变，纯电动汽车是我国汽车产业
的目标之一，氢燃料电池同样是目标之
一，多元化动力系统并行，找到可持续发
展的新动能和新驱动力，从传统能源向
新能源转变是确保中国汽车产业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

“氢的能量密度是汽油的 3 倍、锂电
池的 130倍。”在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
技术研究院教授毛宗强看来，氢能是解

决我国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的重要途
径，也是我国能源突围的方向，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传统动力、混合动力及新能源动力
系统多元并存将成为必然。”中国汽车
报社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宁表示，我国新
能源汽车发展虽然迅猛，但目前发动机
仍占据汽车动力系统的主导位置，内燃
机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提高热效
率，挖掘效率和性能潜力。当下和未来
较长时期，将继续承担节能环保的重任，
要对内燃机市场充满信心。“此外，要强
调的是，传统动力、混合动力以及新能源
动力之间，是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关
系。”辛宁说。

“纵观中国汽车动力演变史，市场
和政策两大驱动力贯穿始终。”辛宁表
示，随着用户对汽车动力性、经济性、环
保性提出更多更高的需求，油耗法规和
排放标准也越发严格，单一的驱动形式
已经难以满足如此多元化的需求。“迎
接汽车动力系统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为
用户提供多种多样动力装置选择，是广
大汽车企业和动力系统供应商不断努
力的方向。”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
安全的保障，解决好工业主机安
全防护和工业大数据访问控制这
两大‘痛点’问题，工业企业就可
以更加放心地拥抱工业互联网，
在数字化转型之路上越走越远。”
近日，北京奇安信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裁左英男在 2019 中国国际
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工业互联网应
用发展论坛上表示，工业互联网
在提高工业企业生产和管理效率
的同时，也面临全新的网络安全
挑战，一是工业主机的安全防护，
二是工业大数据的安全风险。

据了解，工业主机（工控上位
机/工业服务器）是 IT/OT 技术

（信息技术/运营技术）融合的连
接点，一侧连接工业企业的信息
化基础设施，另一侧连接工业控
制设备，是信息世界通往物理世
界的“大门”。

“工业主机的生命周期往往
比较长，操作系统老旧，存在大量
漏洞，并且由于工业生产连续性
的特点，很难定期升级补丁，因此
成为攻击者的首选目标。”据左英
男介绍，在奇安信处置过的 100
多起工业企业网络安全事件中，
大多数是因为“永恒之蓝”勒索病
毒及其变种感染了工业主机，导
致工业主机系统崩溃，无法执行
正常的生产作业流程，最终造成
停产，给企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因此，左英男指出，工业互联网安全应当首先从工业主
机防护开始，安装相应安全防护软件，防御病毒攻击，为工
业控制软件运行提供安全环境。

“另一方面，随着智能工厂和工业互联网的发展，以工
业大数据为核心的工业互联网应用正在逐渐普及。”左英男
认为，数据在不同工业互联网平台间持续流动，加剧了工业
大数据的安全风险。

工业大数据安全风险管理的核心目标是“看得见、控得
住、管得好”，需要摸清数据资产、梳理数据使用、管控数据风
险、强化安全运营，构建数据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治理体系。

“在传统网络边界瓦解、工业大数据开放共享的场景下，如何
在工业大数据的使用和共享环节部署访问控制措施尤为重
要。”左英男认为，在以工业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为特征的新
技术环境下，需要构建全新的安全架构解决工业大数据的访
问控制问题，有效管控内外部用户和终端设备、工厂内部工
业主机和边缘计算网关，从而保护工业大数据安全。

我司拟将进行股权变更，为了保障各界朋

友、业务伙伴的权益，特此公告。请与我司有未

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人及时进行登

记确认，若超过登记期限，则视为放弃法律权

利。为了避免遗漏，请及时来我司登记确认。

一、债权、债务范围: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5月31日之未结清之债权、债务。

二、登记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天内。

三、登记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革新

大道375号梅勒电气 （武汉） 有限公司财务部

四、联系邮箱：mehler007@163.com

五、联系电话：027-83256969

六、联系人：尚先生 章女士

七、登记凭据: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个人身份证。

2.有效债权、债务凭据。

梅勒电气（武汉）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债权债务公告

兹有我公司深圳迈威有线电视器材有限公司（以
下称“迈威”）因业务退出，现终止与前期客户（含经销
商）及前期供应商的所有授权，授权包括但不限于：使
用迈威生产的有线电视传输器材设备参与项目或工程
洽谈及执行；使用迈威产品注册商标；使用迈威已开模
的模具等。

凡继续使用授权均属于违规行为，迈威对此不承
担任何责任,并保留追溯违规企业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声明！
深圳迈威有线电视器材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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