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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增设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作为我国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部署之一，服

务 业 扩 大 开 放 的 创 新 探 索 已 持 续 7

年。蹄疾步稳的开放节奏，不仅带动

形成京、津、沪、琼、渝等省市“1+4”示

范试点格局，向全国推广了 7 批 35 项

经验案例，更为全国的服务业开放积

累了经验、探索了路径。

2021 年，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

点的 5 省市服务业创造了 9.3 万亿元

的增加值，实际使用外资 3052.9 亿元，

占 全 国 服 务 业 实 际 使 用 外 资 的

33.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26.6%，

对全国服务业开放发展的引领和示范

作用日益显现。

实践证明，服务业吸收外资增加，

带动了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好

满足了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求，也

为稳外资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持

续扩大服务业开放、增加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我国服务业开放进入了重

要的机遇期。我国人均 GDP 突破 1 万

美元，消费形态正在由以实物消费为

主加快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服务业

吸收外资已占吸收外资总量的 70%以

上。2021 年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

资金额 9064.9 亿元，同比增长 16.7%。

同时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服务业增

加值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3.3%，比

发达国家低 20 个百分点左右，存在与

制造业融合发展不够、现代服务业发

展不足等问题。增设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试点，有利于优化试点布局，更好

服务于服务业扩大开放，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此，需要

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持续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塑造国际竞

争和合作新优势。

首先，推动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要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

负面清单。2021 年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进一步缩减至 31 条、27 条。其中，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

清单探索放宽服务业准入。在放宽外资准入和准营的同时，

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

其次，应为全国服务业开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服务业

开放点多面广、门类众多，既包括各类新模式新业态的创新，

也包括制度型开放。通过增设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发

挥好各地的创新精神，不断在实践中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再次，推动我国服务业扩大开放，要处理好扩大开放与风

险防范的关系。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切实完善风险评

估、预警和防控机制，进而确保扩大服务业开放试点工作有序

推进。

当前，服务业扩大开放要进一步有序推进增设试点工作，

推出一批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试点举措，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同时，继续深入推进现有 5 省

市的试点工作，及时总结提炼创新

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商用车作为我国碳排放大户以及交通

运输的主要力量，是推动汽车产业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有力抓手。近日，国家发展

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十四五”现

代能源体系规划》提出，积极推动新能源汽

车在城市公交等领域的应用，到 2025 年，新

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 20%左右。

在政策推动下，商用车行业实施碳达峰

碳中和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新能源高速增

长、渗透率提升、智能化发展和车型全覆盖

成为商用车市场发展新趋势。

增速高但渗透率仍低

在日前召开的第八届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论坛上，宇通客车旗下自动驾驶氢燃料

客车亮相展区，吸引了与会嘉宾的关注。

“这款历经三代迭代研发的新产品，可

充分满足平原、山区、高原等多样化环境运

行需求。”宇通集团新能源研究院院长李高

鹏介绍。

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被业内认为是商

用车推进“双碳”的重要途径。商用车销量

连续下滑，但新能源商用车一枝独秀，产销

两旺，呈现出市场规模和发展质量双提升的

良好局面。2021 年新能源商用车销量 19.7

万辆，同比增长 51.4%，渗透率达 4.2%。

众多车企争相布局和深耕新能源商用

车市场。比亚迪 2021 年全球累计交付纯电

动商用车超过 8.5 万辆。2014 年，吉利控股

集团成立吉利商用车，2016 年正式创立专注

于新能源领域的商用车品牌——远程汽车。

吉利商用车集团首席科学家刘汉如介

绍，远程汽车在 2021 年快速抢占市场，通过

产品及商业模式创新，迅速确立了新能源

商用车行业头部地位，全年整体销量同比

增长 288%。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徐洪磊

表示，新能源车型在商用车领域的渗透率相

比乘用车还较低。纯电动商用车成为新能

源商用车中的主流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型销量逐年下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技

术瓶颈，现有的电池能量密度还没办法满足

商用车长距离重载运输的实际需求；二是成

本瓶颈，目前纯电动、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在

购置成本上都明显高于柴油货车，氢燃料电

池商用车使用成本也普遍高于柴油货车；三

是目前还没有碳排放标准，商用车碳减排还

无法实现从源头上管控。

新能源商用车的发展与乘用车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但也预示着潜力和未来。交

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十

四五”期间将进一步明确新能源汽车新的推

广目标，到 2025 年底，全国城市公交、出租汽

车、物流配送领域新能源汽车占比将分别达

72%、35%和 20%。

重型货车是减排关键

今年以来，油价连续上调，带动新能源

商用车特别是新能源重卡销量快速增长。

今年 1 月至 2 月，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 3223

辆，同比增长 1076%，其中纯电重卡占比超

99%。据了解，新能源重卡目前供不应求，一

些企业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5 月份。

重型货车是商用车减排的关键。徐洪

磊介绍，在对商用车的碳排放测算中，所有

商用车碳排放占据全部车辆碳排放的比例

接 近 65% ，其 中 重 型 货 车 碳 排 放 占 比 达

83.5%，是碳减排所有车辆中的关键车型。

新能源重卡的热销，始于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布的《关于重型柴油车国六排放产品确

认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从 2021 年 7 月

1 日起，各企业停止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六标

准要求的重型柴油车产品。这意味着，排放

量成了重卡生产的重要限制指标。2 个月

后，新能源重卡迎来发展拐点。

三一集团董事、三一重卡董事长梁林河

介绍，多年来，国内重卡市场集中度一直较

高，头部的 5 家国有汽车企业占据 80%以上

的市场份额。新能源改变了原有格局，2021

年，传统五强 OEM 主机厂的新能源重卡销

售仅为 17%，83%的份额以新能源新势力为

主。他预计，未来几年新能源重卡都将保持

高位增长。

“随着新能源货品体系的逐步完善以及

三电技术的不断成熟，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用

户选择新能源车型。”北京重卡经销商马鑫

磊认为，在商用车新能源化进程不断提速的

背景下，经销商要抓住时机，改变经营思路，

积极开拓新能源货车市场。

推动全产业链降碳

商用车实现减碳，需要构建以绿色能源

为主的节能减碳生态体系。只有实现全产

业链降碳，才能够真正实现“双碳”目标。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武

锡斌说，商用车不同于乘用车，不同使用场

景下减碳的技术路线不同。目前，福田汽车

能够做到基于客户的使用场景和工况，结合

商用车的产品功能和特点，通过不同技术路

线——纯电动、燃料电池、混合动力等来促

进商用车行业节能和减碳发展。

构建商用车全价值链绿色生态，零部件

再制造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总工程师、副秘书长叶盛基指出，与原

始制造相比，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可节约材

料、能源消耗 70%以上，降低制造成本 30%至

50%；与制造新品相比，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明

显降低。大力发展零部件再制造产业对汽

车行业减排减碳和节能降本，以及推动实现

“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当前我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

存在小、散、弱的问题。叶盛基建议，相关部

门既要不断培育和挖掘市场需求，也要推动

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相关地区要推动产

业基地建设，形成产业聚集效应。从企业层

面看，应进一步加强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

科技创新，提升拆解、清洗、制造、装配等装

备和生产能力，同时，进一步规范再制造产

品评价和认证制度，积极推动再制造技术与

装备数字化转型。

“ 除 了 深 度 电 动 化 ，还 有 智 慧 的 高 效

化。”徐洪磊表示，智慧的高效化，是指在未

来商用车发展过程中，利用智慧技术实现商

用车的自动驾驶以及车网之间的互动，进一

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

“供应链重新洗牌机会已经来临。”梁林

河认为，能源变革、技术变革、行业变革拉平

了品牌的起跑线，传统品牌不再占有先天优

势。新能源商用车品牌也迎来了重新洗牌，

将会诞生新的头部企业。

三一智联重卡生产车间三一智联重卡生产车间。。 林林 坚坚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