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5月 19 日 星期四6 产 经
十一部门展开

﹃
携手行动

﹄

—
—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本报记者

李芃达

保 供 并 不 意 味 放 弃 降 碳 承 诺

燃 油 车 涨 价 影 响 有 多 大燃 油 车 涨 价 影 响 有 多 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忠阳杨忠阳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祝君壁祝君壁 美美 编编 王子萱王子萱

保 障 能 源 安 全 是 世 界 主 要 国 家 的 核 心 关 切 ， 亦 是 我 国 的 重 中

之 重 。 在 切 实 保 障 能 源 安 全 的 同 时 ， 我 国 坚 定 不 移 锁 定 “ 双 碳 ”

目 标 ， 将 对 全 球 降 碳 产 生 深 远 影 响 ， 要 在 推 动 能 源 绿 色 低 碳 发 展

过 程 中 努 力 走 出 一 条 中 国 特 色 的 能 源 转 型 之 路 。

尽管 4 月份我国汽车产销出现大幅下滑，

但这并没有挡住车企价格“向上”的步伐。继

新能源汽车涨价之后，不少燃油车也开启了

涨价模式。

燃油车相继调涨

近日，多家宝马经销商反映已收到“涨

价”通知，部分宝马及 MINI 品牌在中国的在

售车型将于 2022 年 6 月 1 日正式上调厂商建

议零售价。此次宝马国产车型的价格上调涉

及宝马 X3、宝马 5 系长轴车型等，价格上浮

2100 元至 5000 元不等；进口车型价格上调涉

及宝马 5 系标轴车型、宝马 4 系双门、宝马 4 系

敞篷、宝马 4 系四门、宝马 X4 和宝马 6 系 GT

等，价格上浮 1000 元至 10100 元不等。

宝马不是第一家在中国市场调整燃油车

价格的品牌。此前，上汽大众已于 5 月 11 日

起全系车型正式上调建议零售价。其中，新

能源车型（含 ID 系列、插混系列）上调幅度为

3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燃油车型上调幅度为

1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

而最早打响燃油车涨价第一枪的是奔

驰。今年 4 月 2 日，奔驰官宣涨价，所涉及的

车型包括部分进口车型和少量国产车型的售

价，涨幅从千元到 12.1 万元不等。其中，迈巴

赫 GLS 600 4MATIC 礼尚版售价从 298 万元

涨至 310.1 万元，涨价 12.1 万元。随后，长城

汽车旗下的魏牌也于 4 月 15 日对其咖啡系在

售车型售价进行调整，包括燃油和混动车型，

上调幅度为 5000 元至 12000 元不等。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 30 家车企

的近 80款车型宣布涨价。有所不同的是，这次

涨价的范围从新能源汽车蔓延至更多的燃油

汽车产品。不仅是中国市场，奔驰和宝马在全

球其他市场也已宣布涨价。在印度市场，奔

驰、宝马自 4 月 1 日起所有车型均已启动价格

上涨，调整幅度分别为 3%以内和 3.5%。

面临高成本压力

今年 4 月 12 日，宝马中国曾对 3 系、X3、

X4、4 系以及 Z4 共计五款车型进行了价格和

配置的调整，价格涨幅为 1600 元至 11000 元

不等。宝马中国表示，涨价原因是由于芯片

短缺，之前所销售的部分车型取消了自动泊

车辅助系统、手机无线充电和 WiFi 热点等功

能。随着芯片问题解决，新生产的车型已经

恢复了这些配置，宝马因此对价格同步进行

了调整。用一位宝马 4S 店销售经理的解释就

是“加配置加价钱”。

不过，此次涨价则有所不同。据德国宝

马集团首席财务官、负责中国事务的董事尼

古拉斯彼得介绍，在德国及欧洲其他地区销

售的宝马全系车型价格将有大约 3%的上涨，

涨价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全球原材料如铑、钯、

钢等成本上涨影响。他还指出，在俄乌冲突

的大背景下，由于原材料成本上涨，宝马整体

制造成本可能会增加 12 亿美元。针对此次中

国市场涨价，宝马中国表示：“宝马一直在竭

力避免产品供应机制波动对终端的影响。相

比于行业调整，BMW 在此次调整中尽可能减

少调整车型范围及调整幅度。”

“补贴退坡还能挺一挺，芯片短缺还能熬

一熬，即便一直忍受亏损，我们也没有转嫁给

用户和经销商。但现在不光是芯片、电池材

料成本的持续上涨，像钢铁、橡胶、铝合金的

价格都在上涨，确实真的扛不住了。”长城汽

车魏牌 CEO 李瑞峰感慨。

原材料端的每一个变化都与企业的生产

成本息息相关。目前，除了从去年开始出现

的芯片短缺，以及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原

材料价格上涨之外，钢材、铝合金、天然胶等

燃油车需要的基础材料价格全线上涨。其

中，轮胎主要原材料天然胶、合成胶、炭黑等

价格已攀至高位。进入 5 月份，包括普利司

通、德国马牌、正新轮胎、固特异等 26 家轮胎

企业已宣布涨价，涨幅在 1%至 7.5%之间。

疫情导致的物流运输成本最终也会结算

在生产成本之中。有业内人士称，汽车物流

出上海要在两个中转站进行换货，或是利用

拖挂车把拖厢拉走。这意味着，司机和货品

都要做两轮消杀、核酸检测、抗原检测等工

作。原材料以及供应链紧缺、物流运输等问

题层层叠加，使得国内车企的制造成本不断

抬升，当单车成本超出可承受范围，车企最终

不得不调整终端价格。

终端市场表现不一

在奔驰最早就燃油车开始涨价的时候，

业内曾讨论其他品牌是否会跟进。此次众多

车企集体上调燃油车价格，无疑再次强化了

人们这一担忧。有消息称，目前包括南北丰

田和本田等燃油车合资企业，也在加紧制订

价格调整策略。接下来或许还会有燃油车企

跟进。

“当前燃油车价格上涨，是由于原材料

超出预期的非正常时期的价格上涨，属于疫

情下的艰难情况。”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少数品牌会跟涨，但

大多数品牌会通过终端促销的灵活调整来平

衡价格与成本间的关系。”

相较于新能源车型轮番涨价，燃油车涨

价并不多见。从过往经验来看，燃油车的定

价 因 为 有 经 销 商 体 系 做 缓 冲 ，弹 性 会 比 较

大。“燃油车从来是经销商加价，厂家根据成

本和市场竞争力制订合理的价格，这个价格

之下是有利润的，更多的是通过销量让经销

商获取利润，经销商会根据供求关系来决定

这个价格是降价还是加价。”北汽蓝谷副经

理、北汽新能源常务副总经理樊京涛告诉记

者，“燃油车做产品配置调整，成本增长的时

候，一般情况下都是厂家内部消化的，除非是

产品换代、技术升级才会有指导价格上涨的

情况。”

也正是由于这种不同于新能源汽车定价

的传导机制，燃油车终端价格优惠调整因地

制 宜 ，价 格 波 动 不 太 容 易 被 消 费 者 普 遍 感

知。事实上，自去年以来，由于芯片短缺导致

供给不足，部分品牌热销车型的优惠幅度就

已收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优惠幅度下降

相当于变相涨价。有分析报告指出，去年下

半年燃油车提车价就比上半年平均涨了 10%

以上，但销售数据显示，终端市场的表现并没

有因为优惠幅度收窄而减少。这表明，影响

终端市场销售的并不完全是单一的价格。

相反，不少经销商表示，受疫情影响，一

方面，生产供给受限，消费者提车难进一步加

剧；另一方面，新车上市节奏打乱，线下车展

和体验难以进行，仅靠线上营销效果有限，导

致客流及成交量严重下滑，这才是当前市场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5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 5 月份

新闻发布会再次强调，以煤炭为“锚”做好能

源保供稳价工作。通过完善煤炭产供储销体

系、强化市场预期管理等措施，引导煤炭价格

在合理区间运行，通过稳煤价来稳电价，进而

稳定整体用能成本。去年年底以来，我国集

中出台了一系列保障煤炭供应和煤电生产的

政策，有人担心这些举措偏离了降碳大方

向。这种担心其实是杞人忧天。

保障能源安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核心关

切。面对当前的油气供给危机，欧盟国家纷

纷转向供给相对有保障且廉价的煤炭。数据

显示，2021 年整个欧洲的煤电发电量都在增

长，逆转了长期下降趋势。随着煤炭需求量

攀升，多国加快购买煤炭节奏，今年 3 月份欧

洲各国煤炭总进口量同比增长 40.5%。

保障能源安全亦是我国的重中之重。我

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煤电占全社会发电量

约 60%，保障能源安全、稳定用能成本，必须

立足这一基本国情，切实抓好煤炭保供稳

价。去年 10 月中旬，受多重因素影响，国内

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突破每吨 2600 元，刷新

历史高位，严重偏离供需基本面。煤价高压

下，一些电厂无法正常运转，少数地区出现拉

闸限电，严重影响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和经济

平稳运行。

可以说，出台煤炭保供稳价政策，是保障

能源安全的必然要求。供给短缺是最大的能

源风险，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我国要统

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必须持续做

好能源保供稳价工作。这需要先立后破，只

有先保安全，才能促转型，能源的饭碗必须牢

牢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上。

切实保障能源安全的同时，我国坚定不

移锁定“双碳”目标，坚持不懈推动可再生能

源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1 年 10

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容量突破

10 亿千瓦大关，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比重

达 43.5%。其中，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

生物质发电装机均持续保持世界第一。以世

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为例，其所有煤电、气

电、可再生能源发电加起来不足 12 亿千瓦，

我国仅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就接近美国发电

装机总容量。

推动可再生能源跨越式发展，我国为全

球降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20 年，

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模达到 6.8 亿吨

标准煤，相当于替代煤炭近 10 亿吨，减少

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

约达 17.9 亿吨、86.4 万吨与 79.8 万吨，每一

个数字都是我国践行“双碳”承诺的有力

证明。

去年以来，我国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

步伐继续加快。在 2021 年 10 月份举行的《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

峰会上，我国提出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在

沙漠、戈壁、荒漠地区加快规划建设大型风电

光伏基地项目。在去年电力短缺最严重的时

刻，果断调整能耗“双控”政策，新增可再生能

源消费不再受限。今年 4 月份，提出健全多

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研究推动适时组建

全国电力交易中心，充分利用更高效的能源

市场促进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大范围消纳。类

似政策不一而足，目的都在于促进可再生能

源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围绕煤炭领域出台

的很大一部分支持政策，同样是为了支撑可

再生能源大规模替代。实践证明，能源转型

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一口吃不成胖

子。在可再生能源挑起大梁之前，推动煤炭

清洁利用和煤电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改造、

供热改造“三改联动”，不仅可引领煤炭煤电

行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还可支撑新能源大

规模并网和新型电力系统构建，助力“双碳”

目标如期实现。

我们也应看到，我国降碳进程将对全球

降碳产生深远影响，而“一煤独大”的能源结

构决定了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必将付出加倍

努力。2020 年，我国化石能源燃烧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约占全球的 32.5%，超过欧盟和美

国之和，在所有

工业大国中占比

最高。下一步，

在推动能源绿色

低 碳 发 展 过 程

中，要平衡好长

远目标和短期目

标之间的关系，

努力走出一条符

合中国特色的能

源转型之路。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

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

政部等十一部门共同印发《关

于开展“携手行动”促进大中小

企 业 融 通 创 新（2022—2025

年）的通知》（以下简称《携手行

动》），提出到 2025 年，引导大

企业打造一批大中小企业融通

典型模式；激发涌现一批协同

配套能力突出的“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推动形成协同、高效、

融合、顺畅的大中小企业融通

创新生态，有力支撑产业链供

应链补链固链强链。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

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国务院国资委于 2018 年印发

了《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大力推动大中

小企业融通发展，培育了一批

大中小企业融通型特色载体，

逐步显现了一些典型融通模

式，融通发展微生态体系初具

雏形。但在发挥大企业引领带

动作用、促进中小企业融入大

企业生态圈、提升融通平台支

撑能力、拓展融通维度、深化融通程度等方面还有很大发展

空间。

工信部中小企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携手行动》通过

部门联动、市场带动，促进大中小企业创新链、产业链、供应

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链、人才链全面融通，着力构建大

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增强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创新是融通的灵魂，如何打造大中小企业创新链？《携

手行动》建议，要引导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开放品牌、设计研

发能力、仪器设备、试验场地等各类创新资源要素；推动组

建一批创新联合体，在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专利布局、绿色

发展等方面推动大中小企业加强创新合作。

产业组织形态和供应关系是融通的重要基础。该负责

人表示，要组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针对产业链薄弱环节

和大企业配套需求开展技术攻关和样机研发；推动大企业

帮助配套中小企业改进提升工艺流程、质量管理、产品可靠

性等水平；按产业链组织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与大企业

对接。同时，推动各地举办大中小企业“百场万企”洽谈会，

引导大企业与中小企业深化拓展供应链合作关系。

数据和资金是融通的关键要素。为此，大企业要打造

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数字化服务平台，开发一批“小快轻

准”低成本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解决方案和场景。金融机

构则应结合重点产业链供应链特点开发信贷、保险等金融

产品，加强供应链应收账款、订单、仓单和存货融资服务；引

导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加大对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组

合式联动投资，强化对产业链整体的融资支持力度。

人才是融通发展的重要支撑。《携手行动》提出，推动大

企业打造专业化开放共享培训平台，加强对产业链中小企

业人才培养；探索建立大企业专家人才到中小企业兼职指

导和定期派驻机制；开设中小企业经营管理领军人才培训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主题班，提升经营管理人员融通

对接能力。

“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将配套实施支持大中小企业融通

创新的具体支持措施，如优先支持大中小企业联合申报重

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示范等产业基础再造工程项目

等。通过生态构建、基地培育、内部孵化、赋能带动、数据联

通等方式打造一批可复制的融通创新典型模式并加以推

广。”该负责人说。

前 4 月全国开通铁路新线 581 公里
本报讯（记者齐慧）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4 月份，

全国铁路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74.6 亿元，同比

增长 0.6%，开通新线 581 公里，其中高铁 358 公里。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突

出补短板、强弱项、重配套，按照“保开通、保在建、

保开工”顺序，合理调度、配置建设资源，统筹疫情

防控和施工组织，科学有序、安全优质推进铁路建

设，为服务“六稳”“六保”、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

作出铁路贡献。

在稳投资方面，铁路部门充分发挥铁路建设投

资数量多、用工规模大、关联链条长、拉动经济增长

作用明显等优势，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高

质量推进川藏铁路建设，紧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

要确定的 102 项工程中涉铁项目落地，实施沿江高

铁、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运输能力提升相关

项目等重大工程；亚洲最大的铁路枢纽客站，我国

第一座采用高速、普速客运车场重叠布置的特大型

客站——北京丰台站即将开门迎客。一项项重点

工程按下“快进键”，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稳定经

济大盘创造了良好条件。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做好建设工地疫情

防控、现场施工组织和原材料、设备运输内外沟通

协调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施工组织的影

响，确保防疫和施工‘两手抓、两不误’。”据该负责

人介绍，吉林省实现疫情防控社会面清零目标后，

沈白高铁吉林段施工进展加快，4 月 18 日，全线最

长隧道白山隧道 1 号横洞至进口段贯通。在邻近

的辽沈大地，沈阳铁路枢纽、沈丹铁路凤凰城至金

山湾段扩能改造等多项工程复工复产。

此外，铁路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与地方同舟共济、共克时艰，在助力复工复产中

发挥更大作用，努力抢回进度、补回损失。百色疫

情缓解后，广西境内防东铁路、南玉铁路、南崇铁

路、柳州枢纽改造工程等重点在建项目的 156 个工

点全面复工复产，贵南高铁广西段陆续取得存轨施

工、站房工程启动、正线桥梁竣工等阶段性胜利。

同 时 ，今 年 以 来 ，一 条 条 铁 路 新 线“ 闪 亮 登

场”。4 月 22 日黄黄高铁开通后，黄州、浠水、蕲春、

武穴等地进入高铁时代，湖北至长三角的时空距离

被进一步拉近，极大方便了沿线百姓出行。阿克苏

至阿拉尔铁路已开通运营；太子城至锡林浩特铁路

太子城至崇礼段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提供优质

运输服务保障；“晋煤外运”新通道邢台至和顺县铁

路顺利开通，渝昆高铁、中兰客专、和若铁路、大瑞

铁路、成兰铁路、丽香铁路等项目扎实推进。

到 2025 年，引导

大企业打造一批大中

小 企 业 融 通 典 型 模

式 ；激 发 涌 现 一 批 协

同 配 套 能 力 突 出 的

“ 专 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推动形成协同、高

效 、融 合 的 大 中 小 企

业融通创新生态。

北京汽车制造厂青岛总部基地于今年北京汽车制造厂青岛总部基地于今年 11 月月

份竣工投产份竣工投产，，四大工艺车间四大工艺车间生产自动化率均为生产自动化率均为

国内领先水平国内领先水平。。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李紫恒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