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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李心

萍）记者从国家统计局获悉：1 至 7 月平

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

0.5%。其中，7月份，CPI同比下降 0.3%，

环比上涨 0.2%。1至 7月平均，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3.2%。

其中，7月份，PPI同比下降 4.4%，环比下

降 0.2%，两者降幅均收窄。

“7 月 份 ，居 民 消 费 需 求 持 续 恢

复，CPI 环比由降转涨。扣除食品和

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明显回升，同比

上涨 0.8%，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

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

师董莉娟说。

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下降 0.2%
转为上涨 0.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0%，降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下降约 0.18 个百分点。非食

品 价 格 由 上 月 下 降 0.1% 转 为 上 涨

0.5%，影响 CPI 上涨约 0.4 个百分点。

董莉娟分析，7 月份，随着应季果

蔬大量上市，鲜果和鲜菜价格下降；由

于市场供应充足，猪肉价格持平，鸡

蛋、食用油、牛羊肉和禽肉类价格下

降，降幅在 0.4%—1.4%之间。

非食品中，由于暑期出游大幅增

加，飞机票、旅游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

上 涨 26.0%、10.1%和 6.5%，拉 动 服 务

价格上涨 0.8%。工业消费品价格由

上月下降 0.4%转为上涨 0.3%，其中受

国际油价上行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

涨 1.9%；“618”促销活动结束，大型家

用器具、家庭日用杂品和个人护理用

品 等 价 格 有 所 回 升 ，涨 幅 在 0.7% —

1.2%之间。

从同比看，CPI 由上月持平转为

下降 0.3%。“同比由平转降，主要是受

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高影响。”董莉

娟说。据测算，在 7 月份 0.3%的 CPI
同比降幅中，上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

响约为 0，上月为 0.5 个百分点；今年价格变动的新影响约

为-0.3 个百分点，上月为-0.5 个百分点。

“总体看，CPI同比回落是阶段性的。下阶段，随着我国经济

恢复向好，市场需求稳步扩大，供求关系持续改善，加之上年同期

高基数影响逐步消除，CPI有望逐步回升。”董莉娟说。

针对 PPI变化，董莉娟表示，这主要受国内生产供应总体充

足、部分行业需求改善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传导等因素影响。

从 环 比 看 ，PPI 下 降 0.2% ，降 幅 比 上 月 收 窄 0.6 个 百 分

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0.4%，降幅收窄 0.7 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由上月下降 0.2%转为上涨 0.3%。特别是受需

求拉动，计算机制造、智能消费设备制造价格均上涨 0.4%，锂

离子电池制造价格上涨 0.3%。

从 同 比 看 ，PPI 下 降 4.4% ，降 幅 比 上 月 收 窄 1.0 个 百 分

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下降 5.5%，降幅收窄 1.3 个百分点；

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0.4%，降幅收窄 0.1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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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9日电 （记者邱超奕）记者从北京大兴机

场获悉：自暑运以来，大兴机场业务量快速增长，旅客流量屡

创新高，8 月 6 日，单日旅客流量首次突破 15 万人次，创开航

以来最高纪录。

据统计，暑运 37 天（7 月 1 日至 8 月 6 日）以来，大兴机场

累计保障航班近 3.3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达 471 万人次，日均

航班量超 880 架次，日均旅客流量达 12.7 万人次，日均国际及

地区进出港旅客超 9000 人次。

据悉，大兴机场今年已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超 16 万架

次，进出港旅客超 2200 万人次，国际及地区旅客量已超过 80 万

人次，预计 8 月航班量、客流量将持续高位运行。

首次突破15万人次

北京大兴机场单日旅客流量创新高

本报南宁 8月 9日电 （记者庞革平、祝佳祺）记者从中国

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 月 8 日，防东铁路进入铺轨

阶段。

据悉，防东铁路项目是《“十四五”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

高质量建设实施方案》通道内联外延重点工程之一。开通

运营后，防城港至东兴将结束无铁路交通历史，两地通行时

间将从目前的约 60 分钟缩短至 20 分钟左右。东兴市将接

入全国高铁网，中国高铁与越南云屯至芒街高速公路间公

铁联运转换距离缩短至 5 公里，打通北部湾经济区乃至粤港

澳大湾区通向东盟国家的高铁通道，对促进双方经贸往来

起到积极作用。

据介绍，目前防东铁路全线隧道、桥梁工程已全面完成，

按施工计划，今年 9 月底前将完成全线铺轨施工，12 月底具备

开通运营条件。

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防东铁路进入铺轨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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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国家级绿色工厂河南豫联能源集团

中孚实业公司的高精铝车间，只见一块块闪

烁着银光的巨大铝锭整齐排列。经过锯切、

洗磨、热轧、冷轧等工序后，这些长 9米、重 20吨

的铝锭被加工成厚度仅有 2.8 毫米、长 1600 多

米的铝卷，并在随后的生产流程中转变为药

用箔、罐盖料、汽车零部件等铝制品。

自身不产铝，却培育出中国铝板带箔十

强企业 4 家；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步成立首个

民营铝加工企业，到拥有铝加工企业 200 多

家、年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000 亿元……河南

省巩义市，如何闯出一条县域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

从小机电制造到小化工，再到电线电缆，

改革开放初期，巩义市回郭镇一度出现“家家

办工厂，户户机器响”的红火局面。然而，粗

放、高耗能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调整船头，变换“赛道”。本世纪初，万达

铝业等一批头部企业开始发力科技创新。当

地政府不断出台铝工业专项奖补政策，在铝

工业先进技术产业化、清洁能源、高端铝销售

等方面予以专项奖补，引导推进企业创新。

同时与企业共建产业研究院，并在资金、人才

上给予保障。巩义市的铝精深加工产业不断

转型升级，从铝平轧材转向高端挤压材，步履

扎实而稳健。

目前，巩义市共有铝加工行业规上企业

100 多家，已经初步形成涵盖铝加工到铝终

端制品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巩义市先进

制造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闫龙涛介绍，2022 年，该市铝板带箔产量占

到了全国产量的近 30%、河南省产量的 57%；

开发区建有 6 条热轧生产线，相关企业的再

生铝、铝灰处置、铝幕墙生产等技术都处于行

业领先地位。

除了高端化，推动产业减排增绿也是巩

义市铝加工企业的重要目标。在豫联能源集

团，厂房屋顶铺满光伏发电板，一个 4.5 兆瓦

的光伏项目已并网发电，40 兆瓦光伏项目正

加紧铺设中。

曾经，巩义市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是河南

省的耗能大户。如今，开发区把节能、降耗、

减排、增效等理念纳入发展重点，区内企业已

全部完成“煤改气”，采用新工艺生产的铝板，

每吨能耗仅为传统工艺的 20%。

在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领域，明泰

铝业、新格等企业布局再生铝行业，产能已突

破 120 万吨，明泰铝业的新型再生铝合金产

品销售收入位居全国前列。中孚高精铝、明

泰铝业等多家企业先后获评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国家级绿色工厂、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等称号。

河南巩义铝板带箔产量占全国近30%——

传统金属加工转型先进制造
本报记者 毕京津

福 建 北 部 海 域 ，一 台 台 百 米 高 的 白 色

风 机 迎 风 转 动 ，将 绿 色 电 能 送 往 千 家 万

户。日前，全球首台 16 兆瓦超大容量海上

风 电 机 组 在 这 里 成 功 并 网 发 电 ，标 志 着 我

国海上风电大容量机组研发制造及运营能

力再上新台阶。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

已超 3000 万千瓦，连续两年位居全球首位，

占比达一半左右。将时间轴拉长，截至 2012年

底，累计装机约 39 万千瓦；截至 2017 年底，累

计装机约 279 万千瓦。可以看出，我国海上

风电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猛，已进入规

模化开发阶段。

《“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提出，

“积极推动近海海上风电规模化发展”“推动

深远海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和示范应用”。我

国发展海上风电有哪些优势？下一步还需

向哪些方面发力？记者进行了采访。

开发势头强劲，大幅提升
经济性

要了解 16 兆瓦海上风机“巨无霸”，不妨

先看几个关键字：“大”，单支叶片长 123 米，

叶轮扫风面积约 7 个足球场大小；“高”，轮毂

中心高度 152 米，相当于 50 层楼高；“绿”，每

年可输出超 6600 万千瓦时的绿色电力，能满

足 3.6 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不仅如

此，其开发应用还攻克了超长柔性叶片、大

型主轴轴承、超大容量发电机小型化等一系

列关键技术难题。

从 2007 年 1.5 兆 瓦 风 机 在 渤 海 建 成 发

电、叶片长度不到 40米，到如今的 16兆瓦、18兆

瓦“巨无霸”风机陆续推出，机组大型化成为

海上风电发展的显著趋势。“应用更大的风

电机组，能够节省用海面积、提高发电效率、

降低安装施工成本等，继而推动项目整体度

电成本下降。”金风科技海上业务单元总经

理于晨光说。

于晨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 100 万千

瓦 海 上 风 电 项 目 为 例 ，如 果 采 用 8 兆 瓦 机

组，需要 125 台；采用 16 兆瓦机组，只需 63 台，

能节约 35%以上的用海面积、降低 40%以上的

塔 筒 成 本 。 另 外 ，16 兆 瓦 风 机 捕 风 效 率 有

所提高，发电量比两台 8 兆瓦风机还要提升

6%以上。总体推算，项目度电成本能降低

12.5%左右。

这只是我国海上风电快速发展的一个缩

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

书长秦海岩介绍，当前我国已具备大容量海

上风电机组自主设计、研发、制造、安装、调

试、运行能力。看制造，我国生产的发电机、

轮毂、塔架等铸锻件以及叶片、齿轮箱、轴承

等关键零部件产量占到全球市场的 70%以

上。看安装，去年 9月，我国自主建造的 2000吨

级海上风电安装平台“白鹤滩”号交付投运，

大幅增强了海上风电机组施工安装能力。

依托规模化开发与技术进步，海上风电

开发的经济性大幅提高。秦海岩介绍，2010年

至 2021 年，我国海上风电度电成本降幅接近

56%。当前海上风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已降

至 0.33 元/千瓦时左右，到“十四五”末有望实

现全面平价。

面向未来，海上风电发展前景广阔。一

方面，发展有资源。我国拥有约 1.8 万多公里

大陆海岸线，海上风能资源丰富。“我国近海

和深远海 150 米高度、离岸 200 公里以内且水

深小于 100 米的海上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

为 27.8 亿千瓦。目前海上风机累计装机仅为

3000 多万千瓦，利用率不足 1.1%，未来开发

潜力巨大。”秦海岩说。另一方面，消纳有空

间。我国电力负荷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但

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西部和北部地区，靠近

沿海地区发展海上风电，能够实现“电从远

方来”与“电从身边来”协同发展。

根据《“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

我国将推动山东半岛、长三角、闽南、粤东、

北部湾等千万千瓦级海上风电基地开发建

设，推进一批百万千瓦级的重点项目集中连

片开发，结合基地开发建设推进深远海海上

风电平价示范和海上能源岛示范工程。

突破关键技术，推进产业
集群化

风力发电机来自中车株洲电机，叶片来

自中材科技……全球首台 16 兆瓦海上风电

机组主机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关键部件均

已实现 100%国产化。研制过程中，金风科技

协同了数十家企业、大学及科研院所，产业

链上下游高效协同、产学研深度融合，为风

电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轴轴承是风机的核心部件。3 支总重

量 100 多吨的巨型叶片在旋转时，轴承必须保

障它们能长时间平稳流畅运转，这意味着直

径 3.2米的轴承加工误差不能超过 0.01毫米。

“轴承公司之前没做过这么大尺寸的轴

承，我们有这方面的技术积累，分享给他们

满足风机可靠性所需的载荷、扭矩等相关资

料。历时 9 个多月轴承顺利交付，结束了我

国不能研制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主轴轴

承的历史。”于晨光说。

智 能 化 应 用 ，提 高 产 品 性 能 。 渤 海 海

域，山东能源电力集团 90 万千瓦海上风电场

有序运转，每年可提供 32.5 亿千瓦时绿电。

“项目应用了状态参数辨识自适应增功控制

技术，实时感知风况变化及机组运行状态，

确保发电性能达到最优，单机能够提升约 3%
的发电量。”山东能源电力集团党委书记李

伟介绍。对于一些项目的抗台风型风机，借

助智能控制系统还能保证叶片始终处于最

小受力角度，避免叶片发生涡激振动。

集群化发展，提升供应链韧性。广东汕

头，国际风电创新港项目正在加紧建设，未来

这里将聚集风电整机、叶片、齿轮箱、发电机、

轴承等全产业链制造企业，以及检验检测实

验室和大型科研装置，形成“研发设计一体

化、工艺流程一体化、生产制造一体化、检测

认证一体化”四个一体化的风电产业集群。

“大型风电机组的发电机、齿轮箱等体积

大、陆运不便，依托汕头国际风电创新港，有

助于海上风电装备及服务出口，降低物流成

本。”于晨光介绍。和其他风电集群项目有所

不同，汕头国际风电创新港打通企业和企业

之间的“围墙”，相当于在一个超大厂房里，不

同车间里的工序高效流转，减少运输环节。

设备制造完后，还可以就近在旁边的实验中

心测试，提升迭代速度，为我国海上风电技术

创新和大型机组研制提供有力支撑。

向深远海进军，促进跨产业
融合

目前，全球 70%的潜在海风资源位于水

深大于 60 米的深水海域。由近海走向深远

海，是海上风电发展的必然趋势。

今年 5 月，我国首座深远海浮式风电平

台“海油观澜号”并入文昌油田群电网，开启

为海上油气田输送绿电的新里程。作为我

国第一个工作海域距离海岸线 100 公里以

上、水深超过 100 米的浮式风电平台，“海油

观澜号”的建成投用，使我国海上风电的自

主开发能力从水深不到 50 米提升至 100 米级

以上。

中国海油研究总院院长米立军介绍，在

近浅海，风机是通过钢管或者导管架，深深

插入海底，固定风机；在深远海，这种结构的

基础变得过于庞大，性价比将大打折扣。“浮

式平台可以打破作业水深和海底固定安装

条 件 的 限 制 ，有 效 拓 展 深 远 海 风 能 资 源 开

发。”米立军说。

但目前来看，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的发

展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漂浮式风电的系泊

缆、电缆等高端产品的国内产业链还不完整，

运维数据和经验积累相对不足；从成本来说，

漂浮式风电项目造价较高，平均度电成本相

较传统固定式海上风电高出 3 倍左右，仍处于

商业化初期，亟须探索颠覆性新技术和高效

开发模式，向规模化阶段迈进。

根据相关规划，我国将推进漂浮式风电

机组基础、远海柔性直流输电技术创新和示

范应用，力争“十四五”期间开工建设我国首

个漂浮式商业化海上风电项目。在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等资源和建

设条件好的区域，结合基地项目建设，推动

一批百万千瓦级深远海海上风电示范工程

开工建设，2025 年前力争建成一至两个平价

海上风电场工程。

不少受访对象谈到，随着海上风电开发

提速以及走向深远海，相应的审批流程、用

海 政 策 等 方 面 可 以 进 一 步 优 化 ，并 完 善 海

洋 、气 象 、海 事 、环 保 等 部 门 的 统 筹 协 调 机

制，进行整体规划，促进具备条件的项目尽

早开工建设。

与此同时，行业仍需保持合理的开发节

奏。秦海岩认为，海上风电技术正处在快速

迭代中，如果使用现有技术大干快上，不仅成

本高、风险大，也无法让风能资源得到最有效

利用，造成浪费。因此，“十四五”海上风电发

展的主基调依然是稳妥，不应盲目追求规模。

海上风电行业要走得更远、更稳，跨产

业融合发展是探索方向。在文昌油田群，通

过打造海上风电与海洋油气融合发展新模

式，将油田群的 4 个燃料电站与“海油观澜

号”风电平台融合成一个整体，实现海洋油

气绿色低碳开发。“未来，可以推动海上风电

项目开发与海洋牧场、海水制氢、观光旅游

等相结合，实现‘海上粮仓+蓝色能源’立体

开 发 ，助 力 解 决 单 一 海 洋 资 源 开 发 瓶 颈 问

题。”秦海岩说。

图①：广东阳江青洲三 500 兆瓦菩堤海

风电场。 李志杰摄（人民视觉）

图②：全 球 首 台 16 兆 瓦 超 大 容 量 海 上

风电机组正在吊装。

郎 朗摄（人民视觉）

我国海上风电累计装机连续两年位居全球首位

海上风起绿电来
本报记者 丁怡婷

本报海口 8月 9日电 （记者曹文轩）记者从海口海关获

悉：自 2021 年 7 月海南自贸港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率先

在洋浦保税港区落地实施以来，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海口海关

共监管加工增值内销货值约 32.9 亿元，免税额约 3 亿元。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

封关运作后，对鼓励类产业企业生产的不含进口料件或者含

进口料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工增值超过 30%（含）的货物，

经“二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消费税。两年来，政策从洋浦保税港区先后扩展至海口综合

保税区、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符合产

业政策条件的企业实施，惠及粮油、肉类、水产、医疗器械、钻

石珠宝、高性能新材料等各类生产制造企业。

海南自贸港

加工增值内销免关税政策免税约3亿元

■经济聚焦R

核心阅读

近日，全球首台 16 兆
瓦超大容量海上风电机组
在福建并网发电，标志着我
国海上风电大容量机组研
发制造及运营能力再上新
台阶。推动度电成本下降，
研制关键零部件，发展走向
深远海……近年来，我国海
上风电产业发展迅猛，已进
入规模化开发阶段。面向
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突破、
跨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
海上风电行业将走得更远、
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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