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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当前，应对气候变化、推
动绿色低碳发展给汽车产业
提出了更高要求，全球汽车
业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节
点。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正积极通过科技创新等手
段，重塑能源和交通格局，推
动行业实现绿色转型和可持
续发展。

近日，为期 6 天的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

博览会在德国汉诺威举行。作为全球最具规

模和影响力的商用车领域展会，本届展会吸

引了来自 42 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2 家展商参

加。今年展会以“移动中的人和货物”为主

题，重点关注物流运输行业向替代能源方向

的可持续转型。

新能源动力成为行业趋势

走进展会中心正门处的 20 号中心展厅，

全球最大商用车制造商之一戴姆勒的卡车展

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公司首次在展厅

内设置试驾体验区，在电动机驱动下，重型卡

车安静地在展厅内行进。戴姆勒全新推出的

长途电动重卡荣获本届展会年度卡车创新

奖。其支持的高性能“兆瓦级充电”，单次充电

续航里程达 500公里，预计 2024年量产交付。

戴姆勒卡车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杜墨

表示，公司制造的卡车已踏上碳中和的转型之

路，到 2030年实现碳中和的商用车将占其在欧

盟市场总销量的 60%。此外，曼恩、斯堪尼亚等

行业巨头也纷纷推出多款新能源卡车。曼恩

研发的电动卡车每日续航里程高达 600—800
公里，斯堪尼亚和沃尔沃则计划到 2030年将电

动卡车销量占比提升至其卡车总销量的 50%。

除了电力驱动，使用氢燃料也是行业发

展的一大趋势。沃尔沃、依维柯都展示了正

在测试的氢能源车。行业组织氢能促进联盟

发布的白皮书认为，欧洲的氢能源卡车最早

可 在 2030 年 具 备 对 柴 油 卡 车 的 竞 争 优 势 。

当前氢能源卡车保有量仍然较低，与柴油卡

车相比成本较高，需要对其进行补贴。白皮

书 强 调 ，如 果 要 在 2050 年 实 现 净 零 排 放 目

标，必须加速支持氢能源卡车。

展会期间，观众在现场试驾的所有车型

都满足碳中和的要求。国际年度卡车评委会

主席詹尼科·格里菲尼说：“这证明在高科技

解决方案和持续研发投资的推动下，实现长

途运输的碳中和是可行的。”汉诺威车展发言

人莫里茨·克劳斯认为，运输和物流行业正经

历历史上最大力度的变革，肩负起碳中和的

使 命 ，为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等 共 同 挑 战 作 出 贡

献。“本届展会发出的信号是：我们有能力和

意愿将物流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

智能化促进运输绿色发展

除了整车制造，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也在各自领域发力，顺应新能源、智能化等物

流运输行业的新潮流。

在德国汽配企业大陆集团的展位上，针

对城市电动公交车专门研发的概念轮胎即将

量产，更小的阻力和更低的噪声更有利于保

护环境。米其林集团最新推出了阻力优化节

能轮胎，每百公里可节省燃油 1.1 升。欧洲车

用复合材料制造商朗仕公司展示了新近研发

的抗紫外线凝胶涂层技术，卡车车厢采用这

一材料后，即使经过多年阳光照射也不会老

化，还能减少清洗和护理，达到节能效果。

氢能科技企业 Keyou 公司主攻对传统卡

车的改造。与氢燃料电池技术不同，该公司

将发动机燃料从柴油改为氢气，改造后的轻

型卡车和大巴车最大输出功率为 285马力，最

大续航里程超过 500公里，并且无需安装昂贵

的废气后处理系统即可达到排放标准，有助

于降低物流企业在实现零排放方面的成本。

挂车零部件制造商赛夫华兰德研发了一

款电动车桥，该产品具备能量回收功能，可以

将车辆行驶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储存在电池

之中，让本来没有动力的挂车实现制动能量

回收，收集的电量可为拖车供电。如果收集

的电量足够多，甚至能反向输出至牵引车。

博览会主办方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

尔德加德·穆勒表示，商用车是日常生活和经

济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本届展会展示了

行业的创新和可持续性解决方案，这些方案

为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运输和物

流行业未来发展提供了全新视角。

中德车企共迎合作新机遇

本届展会共有 69 家中国企业参展。上

汽大通、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中国企业也发布

了新产品和新技术，引发行业关注。

上汽大通推出了多款纯电新车型，有的

车型已经通过多项欧洲法规认证。在比亚迪

展台，公司首次发布全新刀片电池大巴底盘

技术。据介绍，刀片电池在安全性能、强度、续

航能力、使用寿命、充放电功率、低温性能等方

面有综合优势。首次参展的宁德时代不仅带

来了全新升级的模组及电池包解决方案，还

有基于先进电池技术的全场景商业应用。

展会期间，中德汽车大会和中德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论坛也分别在两国举行，展示了整

个行业共谋发展、共迎挑战的趋势。戴姆勒公

司宣布，其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正式启动卡车生

产，这是该公司首次在中国市场生产卡车。戴

姆勒卡车亚洲事务董事卡尔·德彭认为，公司

高度重视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重型卡车市

场，看好中国市场的巨大增长潜力。

出席中德汽车大会的德国柏林经济、能

源和公共企业部州务秘书迈克尔·比埃尔认

为，德中汽车行业在创新研发、人才培养、市

场需求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发展新的

移动交通方式是两国合作的新方向。希望两

国在应对共同挑战的同时，继续推动汽车行

业转型。德国联邦议院前副议长、联邦议院

中德友好小组主席汉斯—彼得·弗里德里希

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是汽车行业

面临的重要挑战，汽车智能化、自动化和电动

化的转型要求为德中合作带来新机遇。

希尔德加德·穆勒在出席中德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论坛时表示，“欧洲绿色协议”提

出 欧 盟 在 2050 年 实 现 碳 中 和 ，中 国 也 提 出

“双碳”目标，这让德中汽车行业正经历一场

深刻的变革。她认为，加速改进电动汽车电

池性能、进一步扩大充电装置的覆盖范围，对

两国实现碳中和目标至关重要。

（本报德国汉诺威电）

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聚焦绿色转型
本报记者 李 强

■国际视点R

观众在一家中国企业展台前了解最新的电动车电池技术。 本报记者 李 强摄

波兰经济研究机构 Instrat 近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波兰风能和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屡次打破纪录。该机构

的研究显示，可再生能源在波兰能源结构

中的比重正逐步上升，已能满足波兰 25%
的能源需求。该机构认为，可再生能源发

展对波兰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意义重大。

受全球能源价格上涨及欧洲通胀高企

等因素影响，近期波兰能源价格屡创新高，

这使可再生能源发电更具吸引力。

波兰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推动可再

生能源发展。近日，波兰政府修改了 2016
年通过的风能设施建设限制，将波兰可建设

涡轮风机土地面积占波兰国土面积的比例

由此前的 0.3%提高到 7%。此外，作为欧洲

主要粮食生产国之一，波兰拥有广阔的生

物质能源发展前景，仅农业、食品行业每年

的甲烷生产潜力就达 70 亿—80 亿立方米。

目前，波兰政府正在制定法案，以促进沼气

和生物甲烷开发。根据波兰政府战略，沼

气和甲烷将主要用于供暖，部分用于发电。

波兰的城市、企业和家庭也在积极参

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与利用。不久前，波

兰第一辆氢动力公交车在科宁市投入运

营。这辆公交车加氢 15 分钟能够行驶 450
公里。作为传统能源城市，科宁市一度面

临煤厂关闭和工人失业的危机，在欧盟的

资金支持下，科宁市计划在矿山区建设太

阳能光伏发电厂和风力发电装置，打造波

兰可再生能源中心。

在波兰，家庭可以申请安装太阳能电

池板向主电网供电，并享受政府提供的补

贴；家庭在从主电网购回电力时，还可享受

电费抵减或折扣。据波兰气候与环境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波

兰已有超过 70 万人参与家庭可再生能源计划。

波兰气候与环境部部长安娜·莫斯科娃表示，发展可再生

能源是波兰能源政策的重要支柱，对于波兰实现碳中和目

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意义重大，波兰政府未来将继续致力

于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推动风能、太阳能等多种清洁能源的

发展。 （本报华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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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知识产权50人论坛将在北京举行
本报北京 9月 28日电 （记者尚凯元）由国际商事争端预

防与解决组织主办的全球知识产权 50 人论坛将于近期在北

京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

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出席论坛，与该领域知名学者及商界人

士一道，就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以及国际知

识产权最新动向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论坛发起人之一、中

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刘春田教授表示，本届论坛将致

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和公平的国际知识产权新秩序，

促进全球范围内知识产权领域争端的预防和解决。

本版责编：于景浩 刘 刚 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