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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延伸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

布局未来产业中，金融资源发挥着加速器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

持重点产业链技术攻关融资需求，为中国制造补短板、锻长板、强基础。

在 10 月 25 日中国钢铁工业

协会 2024 年三季度信息发布会

上，中钢协党委副书记、副会长

兼秘书长姜维表示，钢铁行业着

力推进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极致

能效工程，节能环保指标持续

改善。

截至 10 月 8 日，共有 159 家

钢 铁 企 业 （包 括 一 家 球 团 企

业） 完成或部分完成了超低排

放改造和评估监测。其中，114

家企业全过程完成超低排放改

造 ， 涉 及 粗 钢 产 能 约 5.17 亿

吨，吨钢超低排放改造投资约

469.73 元 ； 45 家 企 业 部 分 完 成

超低排放改造，涉及粗钢产能

约 1.52 亿 吨 ； 吨 钢 平 均 环 保 运

行成本约 228.94 元。

同 时 ， 钢 铁 企 业 积 极 关 注

和参与极致能效工程。宝钢股

份湛江钢铁、首钢京唐、河钢

石钢、宁波钢铁、宝钢股份宝

山基地已进行能效标杆示范公

示。一大批中钢协会员企业通

过这项工作进一步提升了行业

整体能效水平，节能减碳量十

分可观。

中 钢 协 发 布 数 据 显 示 ， 前

三季度，重点统计钢铁企业总

能耗同比下降 3.3%，吨钢综合

能耗基本持平，吨钢可比能耗

下降 0.5%。重点统计钢铁企业

吨钢取水量同比下降 0.56%，外

排 废 水 中 化 学 需 氧 量 、 氨 氮 、

挥 发 酚 、 总 氰 化 物 、 悬 浮 物 、

石 油 类 污 染 物排放量分别同比

下降 19.51%、50.23%、37.97%、

24.02%、 9.39%、 59.03%， 吨 钢

二氧化硫、吨钢颗粒物、吨钢氮

氧 化 物 排 放 量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9.88%、10.39%、8.12%。

姜维表示，近期，“低碳排放钢评价方法”钢协团体标

准以及第一批 8 个中国低碳排放钢产品已正式发布，这是中

国钢铁低碳转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为绿色贸易奠定了较好

的基础。中钢协正在组织制定配套的工作办法，后期将有序

开展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相关工作。

据介绍，受供给强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钢材市场供需

矛盾加剧，钢材价格明显下降，企业利润承压。今年钢铁行业

运行持续呈现高产量、高成本、高出口、低需求、低价格、低效

益的“三高三低”局面。

经济效益持续下降，势必影响企业研发、产品升级和节能

环保投入，不利于行业高质量发展。为促进钢铁行业整体健

康可持续发展，中钢协提出，加强行业自律，防止“内卷式”恶

性竞争。钢铁企业要认真践行“三定三不要”经营原则，强化

自律，努力维护市场稳定、提高经济效益、降低经营风险，真正

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

钢铁业节能环保指标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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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汽车工业运行整

体良好，成绩可圈可点。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9 月，我国汽

车产量和销量双双超过 2000 万辆。特别是

9 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均创历史新

高，同比增长近五成。

“三季度乘用车市场逐渐回暖，特别是

终端零售市场持续走强，‘金九’效应继续

显现。”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汽车

出口和新能源汽车出口均延续良好态势，

贡献显著。

以旧换新拉动销售

前三季度，我国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

增 长 7.9% ， 产 销 分 别 完 成 2147 万 辆 和

2157.1 万辆，分别同比增长 1.9%和 2.4%。

陈士华表示，国家推出的汽车以旧换

新和各地出台的置换更新政策，提振了消

费者信心，市场销售有了明显改善。

今年 3 月份，商务部等 14 部门联合发

布 《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随后

《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 出台。8 月

份，《关于进一步做好汽车以旧换新有关工

作 的 通 知》 发 布 ， 提 高 报 废 更 新 补 贴 标

准，补贴标准由购买新能源乘用车补 1 万

元、购买燃油乘用车补 7000 元，分别提高

至 2 万元和 1.5 万元。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汽车消费市场

焕发新活力，再加上各地政府陆续加码汽

车促消费措施，举行发放消费券等活动，

促进汽车市场持续恢复。

河北省各级财政合计安排资金超 1 亿

元，与国家以旧换新资金叠加使用；浙江

省构建了省级汽车置换更新数字化平台，

提 供 在 线 填 报 、 进 度 查 询 、 咨 询 服 务 等

功能，消费者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一站式

申领”；广西建立商务、公安、税务、平台

“线上线下核验”汽车补贴模式，保障购车

补贴权益。汽车补贴支持“本地开票，本

地上牌”“本地开票，外地上牌”，满足多

样化购车需求。

对经销商端的一项调研显示，国庆假

期期间，到店客流量提升显著，整体趋势

好于去年同期。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长崔东树表示，各地报废、置换补贴申

领火爆。

截至 10 月 24 日，全国汽车报废更新补

贴申请超 157 万份，各地汽车置换更新补贴

申请超 126 万份。《2024 年促进汽车消费与

用户洞察白皮书》提出，2024 年汽车促消费

政策成效显著，置换更新已成汽车消费主流

需求之一。在白皮书调研中，近三分之一受

访者认为消费券是促使自己购车的直接原

因，补贴带动了老旧车型汰换和新能源汽车

比例提升，推动汽车消费结构变化。

国家信息中心汽车市场处处长丁燕分

析，受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影响，15 万元以

下的新能源汽车成为最大的增量价格段。

然而，低价并非消费者的核心诉求，高品

质才是趋势。专家建议，企业需要在销量

与利润之间找到平衡。

新能源车产销实现新突破

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超

过 830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 30%。特别是

近 3 个月新能源乘用车销售占比均在 50%以

上，实现了新突破。

中汽协表示，全年新能源汽车销量预

计有望达到 1200 万辆，这一数字高于今年

年初设定的目标。

“新能源汽车表现超出预期，全球领先

的优势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汽车行业新质

生产力正在由量变向质变快速转化。”陈士

华分析，新能源汽车的增长一方面得益于

国家政策的持续支持，另一方面得益于企

业积极开发了大量新能源汽车产品，9 月份

新车发布会尤为密集，对汽车销售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

新能源汽车正在深度融入并重塑国内

汽车市场格局，引领汽车产业向电动化、

智能化转型。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

执行秘书长李阳认为，产品力始终是新能

源 汽 车 行 业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 包 括 电 池 续

航、充电效率、智能驾驶、车辆安全性以

及用户体验等。

为加快产品创新步伐，汽车企业持续

增加技术投入。比亚迪今年上半年研发投

入再创新高，达到 202 亿元。比亚迪相关

负责人介绍，公司不断丰富“技术鱼池”，

坚持插电式混动和纯电动两条腿走路，产

品矩阵不断完善，技术创新持续赋能。前

三季度，比亚迪累计销量达 274.78 万辆。

作为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充换电基

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中国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

为 1143.3 万台，同比增加 49.6%。1 月份至

9 月份，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 283.7 万

台，同比上升 16.6%，桩车增量比为 1∶2.6，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基本满足新能源汽车

快速发展需求。

未来，充换电网络在合理布局、技术

更新、服务均衡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英表示，在新能

源汽车及相应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持续迭

代下，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行驶里程焦

虑有所减缓，充电难、充电慢问题逐步得

到缓解。

多举措促高质量发展

当前，汽车工业运行面临国内有效需

求不足、海外出口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等挑战。在日前召开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总

工程师赵志国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多措并

举扩大汽车消费、优化汽车生产准入管理

政策、支持技术创新发展、更好服务企业

国际化发展等方面，会同相关部门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多措并举扩大汽车消费。为落实好汽

车以旧换新、车购税和车船税优惠等促消

费政策，相关部门将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

下乡活动，新启动一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

电动化试点，研究制定新能源汽车换电模

式指导意见。

“一切要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准，这样才

能发挥更大的市场撬动效应。”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青建议，进一步完善和简化以旧换新补

贴申请发放流程。

优化汽车生产准入管理政策。工业和

信息化部将健全行业“有进有出”的动态

管理机制，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探

索开展企业集团化管理，支持企业提质增

效、做优做强；引导企业立足长远，加强

技术升级、产品迭代、模式创新，不断提

升核心竞争力，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生态。

支持技术创新发展。通过高质量发展

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渠道，有关部

门将持续推动动力电池关键材料、车用芯

片等关键技术攻关。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高技术业

务 部 总 工 程 师 汪 志 鸿 建 议 ， 加 快 智 驾 算

法、智驾芯片、智驾操作系统 OS、车联网

技 术 的 研 发 与 应 用 ， 夯 实 智 能 化 技 术 基

础，加快完善自动驾驶相关法规政策与标

准体系，积极探索“车路云一体化”。

更好服务企业国际化发展。中汽协数

据显示，汽车出口稳中有升。1 月份至 9 月

份 ， 汽 车 出 口 431.2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27.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92.8 万辆，

同比增长 12.5%。

赵志国表示，下一步，将积极应对贸

易壁垒，在投资、管理等方面为汽车企业

出 海 提 供 更 多 支 持 和 便 利 ， 加 强 自 动 驾

驶、碳核算等标准联通和规则对接，营造

良好的发展环境。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日 前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国家产融合作平台助企融资已突破万

亿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我们积

极探索金融适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需求的新路径新模式，全力促进制造业

稳 增 长 、扩 大 有 效 投 资 ，加 快 推 进 新 型 工

业化。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

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纵观世界近现代

史，每个工业强国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高效

的金融体系作支撑。通过金融这个供血系

统，保证资金资源被用到最有创新活力、生

产效率最高的领域，才能推动经济高效运

行。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

器，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需要金融的强有力

支持。

金融创新要适配产业创新。科技、产

业、金融相互促进、相伴相生，每一次产业变

革都始于科技创新，成于金融创新，兴于产

业创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推动

制造业不断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金融创新只有适配产业变革节奏，更

精准配置到产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

“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才能更好服

务建设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

数字技术能有效助力银行和企业对接

合作。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银行不愿贷、不

敢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双方信息不对

称。利用数字技术给优质企业打上标签，整

合跨区域企业需求，建立健全科技、产业、金

融三方信息共享机制；通过挖掘数据资源打

造产融合作平台，为企业融资增信赋能，为

金融机构提供授信参考；用算法模型在银

行与企业之间搭建起智能匹配对接的桥梁，

都是解决产业信息与金融信息不对称问题

的有效途径。

产融合作有助于优化融资结构。多年

来 ， 金 融 支 持 结 构 存 在 直 接 融 资 比 重 过

低、中长期贷款增速较低等问题。产业与

金融业建立起覆盖银行、保险、证券、信

托、资管等全部金融领域的合作体系，推

出多元化金融产品，有针对性解决科技成

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将有效提高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直接融资比重，降低

创新成本，缩短攻关周期，促进创新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

金融活水应流向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

点领域。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延伸

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

未来产业中，金融资源发挥着加速器的作

用。国家产融合作平台设立的先进制造业

集群、5G、工业互联网、工业绿色发展等

24 个特色专区，都是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助力产业新动能培育的重点领域，

将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支持重点产业链技术

攻关融资需求，为中国制造补短板、锻长

板、强基础。

优化完善制造业金融服务，将助力中国

制造行稳致远。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

围 绕 创 新 链 布 局

资 金 链 、围 绕 资

金 链 布 局 政 策

链，营造产业与金

融良性互动、互利

共赢的生态环境，

将形成“科技—产

业—金融”良性循

环 ，支 撑 制 造 业

强 筋 健 骨 、由 大

到强。

包头钢铁包头钢铁（（集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稀土钢冷轧板材厂连有限责任公司稀土钢冷轧板材厂连

退生产线退生产线。。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连连 振振摄摄

在广西柳州市上汽在广西柳州市上汽

通 用 五 菱 精 益 智 造 工通 用 五 菱 精 益 智 造 工

厂厂，，机器人为汽车装配机器人为汽车装配

挡风玻璃挡风玻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皓原金皓原摄摄

工人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工作工人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贵州吉利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工作。。

袁福洪袁福洪摄摄（（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