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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海 油 集 团 能 源 经 济 研

究院近日发布《中国海洋能源发

展报告 2021》称，海上油气生产

已成为重要的能源增长极，海洋

能源将成为能源增长的原动力。

报告显示，2021 年全球海洋

油气勘探投资约 211 亿美元，同

比下降 0.8%，仍处低位。相较而

言，亚洲地区引领了全球海上勘

探活动的复苏，海上探井半数以

上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国海域是

勘探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据悉，全球海洋油气新建投

产项目主要分布在亚太、欧洲等

地区，中国投产项目位居第四，

中国海油海洋油气投产项目居

全球石油公司之首。预计 2021

年，中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

分别为 5464 万吨、196 亿立方米，

同比增长 5.8%、5.4%，其中海洋

原油增量占全国总增量的 80%以

上，创历史最高水平。

报告预测，2022 年，随着油

气价格走高，全球海洋油气勘探

开发支出将继续上涨，预计全球

海 洋 油 气 勘 探 投 资 为 244 亿 美

元，同比增长 15.6%，其中亚太、

中东、拉美将引领投资增长。中

国海洋油气产量将不断提升，预

计原油产量将达到 5760 万吨，同

比上涨约 5.4%，占全国原油增量

的 80%左右，继续保持全国石油

增量的领军地位。同时，天然气

产量预计突破 200 亿立方米，同

比上涨约 6.7%，占全国天然气增

量的 12%左右。中国海洋工程油

气装备利用率优于国际市场，钻

井装备利用率预计达到 75%。

报告指出，在全球海洋工程油气装备过剩的情况下，

中国市场复苏强劲，供需保持良好状态。随着能源行业转

型力度持续加大，海洋能源将成最大增长点。2021 年中国

海上风电新增并网装机容量 742 万千瓦，年增长率超 80%，

新增装机和年增长率均创历史新高。预计 2022 年随着中

央财政补贴退出，海上风电新增装机规模将有所下降。

中国海油董事长汪东进表示，中国海油将突出海洋优

势，战略性布局发展新能源产业，争当我国深远海风电开

发领军者。

越来越热的元宇宙概念和能源有关系

吗？可以肯定地说，有！去年年底以来，元宇

宙概念在资本市场持续热炒，游戏、互联网、

旅游、餐饮等各行各业争相与元宇宙挂钩，北

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也在元宇宙上展开

布局。不少网友感叹，“还有什么能阻挡元宇

宙时代的到来？”答案很简单：断电。在有限

的能源供给面前，元宇宙其实很脆弱。

全球著名互联网企业甚至更名，彰显进

军元宇宙的决心。他们认为，互联网的下一

代是“一个身临其境的互联网”。简单理解，

元宇宙就是与现实世界平行，可提供游戏、购

物、社交等沉浸体验的开放虚拟世界。要实

现高阶元宇宙，数字世界需要持续模拟和复

制现实世界，通过各类传感器和外接设备，人

们可自由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

几乎支撑元宇宙运行的每一个设备都需

要能源支持，要维持元宇宙长期运作，充足稳

定的能源供应必不可少。1946 年 2 月，世界

上第一台现代电子数字计算机在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诞生。这台电脑占地约 150 平方

米，重达 30 余吨，耗电功率约 150 千瓦。启动

这个巨型机器时，常导致部分街区停电。元

宇宙的发展，让信息设备能耗再次大幅跃升。

为创造堪比真实世界的沉浸感，元宇宙

发展需要 5G、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

数据、物联网、VR、AR 等数字技术支持。物

联网和工业互联网打通线上线下数据；5G 网

络帮助数据高速稳定传输；区块链将元宇宙

中的数据资产化，形成新的可信机制和协作

模式；VR 和 AR 改变人机交互的方式。其

中，每一项技术的大规模发展都要以提高能

耗为代价。

当前，VR、AR 技术离真正具有低延迟、

高沉浸的理想体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

VR 为例，设备分辨率至少要达到 8K 以上才

会有非常真实的体验，设备刷新率也还有较

大提升空间。要突破这些瓶颈，对网络、存

储、计算、电池的要求会大幅提升。

区块链是元宇宙的基础技术构成要素之

一，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是元宇宙运

转的重要工具。区块链中区块的生成需要进

行大量无意义的计算，而算力又与电力高度

正相关。研究显示，全球比特币挖矿每年消

耗约 91 太瓦时的电力，这超过了拥有 550 万

人口的芬兰的用电量。

数据中心能耗更高，对电力系统的影响

也更大。据统计，2018 年全国数据中心耗电

总量达到 1609 亿千瓦时，超过上海市当年全

社会用电量，占全国用电量比重 2.35%。随

着元宇宙世界不断生长，各类数据还将呈现

指数级增长，从而推动数据中心数量和规模

大幅增长，给电力供应和碳排放带来新挑战。

跟原子相比，比特的传输速度更快、成本

更低，因此数字化的事物往往呈现指数级增

长。在元宇宙时代，数据量爆炸、数据来源多

元且更新频繁，现有算力和技术并不能满足

未来元宇宙发展的需求。要让元宇宙时代真

正到来，在提高算力和技术的同时，清洁且可

持续供应的能源成为决定性因素之一。

在无法实现清洁能源稳定充足供给前，

政府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紧跟“双碳”工作

节奏做好元宇宙产业规划。坚持节能优先战

略，明确元宇宙相关企业在节能减排中的主

体地位，约束企业不当能源消费，鼓励企业通

过节能获取额外收益和奖励。避免在严控传

统高耗能产业发展的同时，又催生出一个全

新的高耗能产业。

要鼓励相关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以

多种方式积极采购可再生能源，不具备条件

的企业可通过认购绿色电力证书等方式应用

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技术

与产业模式的创新潜能，采用新工艺、新材

料、新方案、新设计，降低设备能耗，并通过算

力共享，提升资源统一调度效率，让单位算力

效率和价值最大化。

长远来看，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系统或

是元宇宙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解决方案。支撑

永续发展的庞大元宇宙数字空间，需要以巨

大的计算能力和海量的数据存储空间为基

础，这决定了元宇宙时代基础设施将高度依

赖分布式系统，需要全球计算和存储资源全

面协同。每一个分布式元宇宙基础设施都可

通过分布式能源系统提供电力支持，应结合

储能、氢能等新

技术，提升可再

生能源在其能源

供应中的比重。

单从能源供

给角度而言，元

宇宙的全面爆发

还很遥远，这一

天或许要等到全

球真正实现能源

自由。

要 维 持 元 宇 宙 长 期 运 作 ， 充 足 稳 定 的 能 源 供 应 必 不 可 少 。 在 无

法 实 现 清 洁 能 源 稳 定 充 足 供 给 前 ， 政 府 部 门 应 加 强 顶 层 设 计 ， 紧 跟

“ 双 碳 ” 工 作 节 奏 做 好 元 宇 宙 产 业 规 划 。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

2021 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继

续保持世界领先，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以载重吨计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47.2%、53.8%和 47.6%，与 2020 年相比分别增

长 4.1 个、5.0 个和 2.9 个百分点。

过去一年，我国船舶工业积极应对复杂

严峻形势，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重回高速增

长轨道，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地位进一步稳

固。“船舶工业新一轮发展周期已经开启，支

撑船舶工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进一步稳固，

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加快形成并不断蓄积力

量。”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会长郭大成说。

“从长期看，3 项指标全面增长得益于行

业本身积累的规模优势，以及我国强大的工

业基础和较高水平人才资源。”中国船舶工业

行业协会秘书长李彦庆分析，我国拥有世界

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优秀人才，这些都为

我国造船综合能力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从

短期看，国内有效的疫情防控，确保了供应链

的稳定性，造船工业及时抢抓机遇，保质保量

完成各项指标。

据悉，2021 年全球新造船成交量时隔 6

年再次突破 1 亿载重吨，多数细分船型价格

较上年底上涨 30%左右。对此，郭大成表示，

这一突破是趋势性的，2022 年可能略有回

调，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全球船舶需求量基本

保持在 1 亿载重吨左右。

2021 年，我国船舶工业产品结构调整成

效显著，我国船企继续保持在优势船型的领

先地位，全年承接散货船和集装箱船分别占

全球新船订单总量的 76.4%和 60.9%；继续坚

持在高端船型的细分船型市场上发力，承接

化学品船、汽车运输船、海工辅助船和多用途

船订单按载重吨计分别占全球总量的比重均

超过 50%，在全球 18 种主要船型分类中，我

国有 10 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世界第一。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船舶工业通过科技

自主创新，实现了在中高端产品市场进一步

突破。特别是中国船企攻坚克难，生产出更

多绿色动力船舶，有效回应了国际海事组织

和全球海事工业对碳排放问题的关切，顺应

了绿色低碳转型趋势——

23000TEU（标准箱）双燃料集装箱船、

5000 立方米双燃料全压式 LPG 运输船、内河

液化天然气（LNG）动力散货船顺利交付船

东。据统计，按载重吨计，绿色动力船舶约占

我国新船订单的 24.4%；

LNG 装备建造取得新突破，国内首艘

17.4 万立方米浮式液化天然气储存再气化装

置（LNG- FSRU）和 全 球 最 大 2 万 立 方 米

LNG 运输加注船顺利交付，全球最新一代

“长恒系列”17.4 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获得 4

家国际船级社颁发的船型认可证书；

氨燃料动力超大型油船、93000 立方米

超大型绿氨运输船签署合作备忘录、7500 立

方米液化二氧化碳运输船签订建造合同。

“我们加大研发力度，基本形成双燃料供

气系统（FGSS）集成自主设计能力，完成 8 万

立方米 LNG 船（A-BOX）方案设计，签订 6

艘 19 万吨双燃料散货船。”上海外高桥造船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刚说，公司自主研发设计

的氨燃料动力 21 万吨散货船成功获得美国

船级社（ABS）颁发的原则性认可证书（AIP），

为航运业提供零碳运输新方案；大型邮轮采

用二氧化碳制冷机组、光伏电池组、能量回收

系统等节能环保技术，适应了行业低碳潮流。

虽然我国船舶工业已深度融入国际分工

体系，但对原材料、配套等中间产品仍有较高

依存度，利润低成困扰行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近年来，受汇率、原材料涨价、人工成本

上升等因素影响，企业成本管控难度和盈利

压力不断加大。”陈刚坦言，这也倒逼企业建

立和完善成本刚性管控机制，促进各降本措

施实质性落地实施，加强固定资产投资管控。

郭大成建议，一方面船舶企业要充分利

用期货等金融工具规避风险，另一方面要加

强与原材料供应商的合作，比如，中国船舶集

团与鞍钢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进深度

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产业基础薄弱是制约船舶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环节之一。李彦庆表示，解决上述

问题需尽快建立良性产业生态，让各创新要

素在大中小企业间流动起来，形成创新合力，

以市场需求带动技术研发，提升产品性能。

优化产业链是培育船舶工业新竞争优势

的关键所在。近年来，船舶企业优化重组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产业链整合成为下一步深

化改革的重心所在。

李彦庆建议，布局产业链要与区域经济

发展现状和投资政策相结合，不能搞低水平

能力建设。同时要尊重市场规律，既要在核

心环节实现更高水平自主可控，也要在国际

上寻求能够满足产品需求的配套供应商，以

合理有序市场竞争将产业链转化为真正用得

上用得好的供应链。

“有实力的总装造船企业、总装配套企

业，要推动资源聚集，培育若干产业集群，形

成若干产业链条。”郭大成说，产业链整合和

强化难度很大，需要全行业有“滴水穿石”的

恒心，才能克服困难、走得更远。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省分公司签订的《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特公告

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重整、歇

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

体。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

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

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重整、歇业、破产、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附件：债权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 年 6 月 30 日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客户名称

山西省平遥县巨隆福利铸造有限公司
山西天之润枣业有限公司
山西凯盛肥业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山西凯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太原市侨友化工有限公司
山西鑫辉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西纽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市中振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山西恒基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山西青玉油脂有限公司

太原香山铃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施展工贸有限公司
临汾德鑫车城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山西金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凌志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22,887,650.00
29,417,313.83

9,625,619.79

6,994,601.90
5,202,600.08
5,000,000.00
4,056,363.23

3,502,171.12

3,167,608.72

3,197,934.12

2,233,099.75
1,483,005.30

267,561,158.71

299,789,436.77

664,118,563.32

利息

3,114,027.82
5,109,834.31

1,292,031.41

3,366,676.31
3,853,918.52
3,117,334.87
1,187,640.39

1,017,066.97

1,391,212.21

3,436,703.12

888,748.26
2,749,947.63

29,172,215.41

143,674,324.61

203,371,681.84

抵、质押人名称

/
/

/

/
/
/
/

/

/
太原香山铃木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汽车合格证及对
应的车辆）

/
/

山西金晖能源集团有限公司、高林霞、李文拓、李雅
娟（其合计持有的金晖兆隆 100%股权）

1.柳林县凌志大井沟洗煤有限公司（其对山西柳电
燃料有限责任公司、山西国际能源集团宏光发电有
限公司的应收账款）；
2.陈艳平、杨三平（其合计持有的山西珠联投资有限
公司 100%股权）

保证人名称

山西光华铸管有限公司、陈朝文、侯海刚、陈良年、常永爱、曹莉清
山西鑫中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贾立军、王漫莉

山西龙行天下铝业有限公司、王开成、王玉琴、李金龙、张芬莲

山西开园鑫融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石俊来、胡玉玲
山西开园鑫融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王广荣、李春香、王丕慧
山西威尔仓储有限公司、王震宇、武慧杰
太原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王建风、郝润萍
山西省中小企业发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柴东亮、黄冬青、顾静、王鸿
发、田梅兰、王斌、高丽珍
山西开园鑫融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刘来玉、赵爱凤

焦瑞宏、眭凤彦、马金龙

山西天欣意矿业发展有限公司、马龙、刘琦
临汾德鑫同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丁艳萍、李新生
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新疆金晖兆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拓隆贸易有限公司、孝义市龙晖洗煤有限公司、山西森瑞统配煤炭
销售有限公司、李生贵、高林霞、李文拓、高巍、李雅娟

北京益彰商贸有限公司、山西珠联恒源投资有限公司、陈鸿志、张艳琴

原贷款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本金、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相关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以及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方式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贷款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用以有关法

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公告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公司

2022 年 1 月 27 日

1月 26日，在中铁十四局集团承建的北京东六环改造工

程西线隧道，“京华号”盾构机穿过通胡大街。北京东六环改

造工程采用国产 16米级盾构机“京华号”施工，先后穿越多个

重大风险源，标志着我国超大直径盾构成套技术跻身世界前

列。图为“京华号”刀盘吊装下井。 宗 悦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