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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加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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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万吨级光伏绿氢示范项
目建成投产；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
上半年产量同比增速达60%以上；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双增长，连续8年居全球
第一；绿色动力船舶制造新订单占总订
单近一半……近段时间，中国在可再生
能源领域不断刷新“进度条”，受到国际
社会瞩目。不少外媒发文表示，中国绿
色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为全球可持续发
展带来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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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市巫溪县通城镇龙池村的一家奶茶店，顾客购买饮品。
新华社记者 黄 伟摄

“绿色转型成果令人赞叹”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上
半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13亿
千瓦，历史性超过煤电比重，约占能源
总装机的48.8%，10年增长约3倍。

日本 《每日新闻》 关注到，中国
太阳能发电设备呈现爆发式增长。中
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2022 年，中
国新增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 8741 万千
瓦，同比增加60%。

英国 《每日电讯报》 近日发表的
一篇文章称，中国在海上风电领域发
展 正 劲 。 据 全 球 风 能 理 事 会 数 据 ，
2022 年全球海上风电累计装机量达到
64.3千兆瓦，其中中国约占49%，摘取

“全球海上风电建设者”桂冠。
“中国的绿色转型成果令人赞叹。”

《华尔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称，近年
来，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增长速
度飞快，发展势头令人鼓舞。中国还
设定了一个目标：到 2025 年，实现可
再生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的 18%
左右。届时，预计中国可再生能源规
模将十分可观。

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的同时，以
光伏产品、电动汽车、锂电池为代表
的中国外贸“新三样”也表现抢眼。

美国调查企业SPV市场研究公司的
报告显示，2022年，太阳能电池全球出货
量排名前五的企业全部为中国企业。中
国企业在全球光伏组件市场份额持续增
长。太阳能企业的飞跃式发展将巩固中
国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大国的地位。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中国在可

再生能源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2022
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超过 512 亿
美元，同比增长超过80%。2025年前，在
全球太阳能发电主要零部件领域，中国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将有望扩大至95%。

“在绿色能源和技术领域，中国处
于领先地位。”法国《回声报》网站报
道称，2023 年，中国生产的太阳能电
池板预计将占全球总产量的3/4，全球
一半以上的电动汽车将在中国的道路
上行驶，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的55%将由中国实现。

“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

“绿色产能”提升背后，是中国在可
再生能源领域的持续投资和创新努力。

“在全球能源转型竞赛中，中国已
经领先一步。”西班牙《先锋报》网站
报道称，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把低
碳发展作为优先事项，在相关产业方
面投入了大量资源，鼓励可再生能源
领域创新。布鲁塞尔智库战略展望研
究所基于“未烧尽的煤”研究组织的
数据，发表题为 《零碳工业新时代的
竞争》 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中
国在零排放领域掌控着 60%的制造技
术，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主导着几
乎整个电池供应链，贡献了锂电池生
产总量的74%。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
能源投资国。政府正在加快对风能、
太阳能和核能等领域的投资，满足日
益增长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新加坡

《海峡时报》网站报道称，中国已承诺
在 2026年到 2030年的下一个五年规划

期间逐步减少煤炭消费，把可再生能
源领域作为关注重点。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8月发表的一篇
调研报告表示，中国在激励绿色能源技
术及制造业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尤
其是在太阳能、风电和电池技术等领
域。在未来至少 10年的时间里，中国都
将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力量。

彭博社网站日前报道称，中国的
可再生能源生产与开发企业正在帮助
实现能源转型。这些企业也由此创造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随着更多支持可
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新政策出台，
预计还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加强在可再
生能源相关领域的投入。

日本 《每日新闻》 日前报道称，
中国光伏组件供应商凭借大规模投资
和成本优势取得快速增长，“光伏企业
的飞跃式发展，帮助中国成长为可再
生能源大国”。

“为全球减碳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带来了一系
列正效应。

“中国低碳减排努力对世界产生积
极影响。”塔斯社网站报道，英国《自
然—通讯》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显
示，全球平均悬浮颗粒暴露量减少的
90% 以 上 来 自 中 国 。 科 学 家 研 究 了
1998 年至 2019 年期间空气中的 PM2.5
颗粒物数据，发现自2011年以来，全球
平均浓度一直在稳步下降，这应该归
功于中国的努力。中国在低碳减排方
面的措施，已被证明是这些积极变化
的主要原因。

APEC中国工商理事会与国家发改
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发布的 《超越净
零碳》 指出，在中国的推动下，2021
年全球太阳能光伏装机成本较 2010 年
下降约 82%，陆上风机与海上风电装
机成本分别下降约35%和41%。

埃菲社关注到，中国在促进可再
生能源产业建设的同时，也在研究二
氧化碳捕集、封存和利用，以加快实
现双碳目标。今年，中国在江苏省投
产了大型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项目。
该项目每年可在燃煤发电过程中捕集
50 万吨二氧化碳。另外，中国首个海
上二氧化碳封存示范工程项目今年也
正式投用，每年可捕集和封存超过150
万吨二氧化碳，封存量相当于种植近
1400 万棵树。报道称，中国行动为全
球减碳作出重要贡献。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旗下“全球
商品洞察”网站发文指出，中国在发展
水电、光伏、风电、储能等方面积累了许
多成功经验。中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与合作伙伴进行技术、投融资和人才交
流，有利于促进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

国际能源署近期发布的《可再生能
源市场更新》报告指出，凭借技术、装备
等优势，中国企业正在积极开展国际合
作，促进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

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总干事弗朗西
斯科·拉卡梅拉表示：“中国在全球能源
转型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和应对气
候变化需要中国的参与和支持。”

上图：位于江苏金湖县前锋镇的光
伏与风电设施。

梁德斌摄（人民视觉）

当前，新式茶饮正在引发消费
热潮。相比传统饮品，这类饮品在
产品理念、生产制作、品牌推广与市
场营销等多方面都进行了改良和创
新，更加贴近当下年轻人的审美趣
味和消费诉求，带动了消费风潮。

近年来，中国新式茶饮市场快速
兴起。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统计显示，
中国新式茶饮市场规模从2017年的
422亿元（人民币，下同）增长至2022
年的约1040亿元，2022年，新式茶饮
门店总数约为48.6万家。艾媒咨询公
司的预测数据显示，2023年底，中国
新式茶饮市场规模将达3333.8亿元，
2025年有望达到3749.3亿元。

新式茶饮消费火热，折射出中
国消费者更高的购买力和对更高品
质生活的需求。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 19672 元，比上年同
期名义增长6.5%；中国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 12739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
增长8.4%。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国
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为新式茶饮
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消费基础。

新式茶饮走红，也反映了新的
消费文化正在形成。当前，年轻人
逐渐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重要力

量，他们的购买力和购买习惯影响
着市场变化趋势。年轻消费者更愿
意为个性化和差异化消费买单，催
生了多种新业态，产生了多样的消
费场景和新商机。在此背景下，新
式茶饮消费逐渐成为年轻人社交、
工作、休闲的重要部分。

值得关注的是，新式茶饮已走
出国门。2010 年，“快乐柠檬”茶饮
公司在菲律宾马尼拉开设了第一家
海外门店。此后，许多中国新式茶
饮品牌纷纷“出海”。不少热门品牌
在东南亚、日韩等市场受到广泛欢
迎，取得了不俗的市场表现。如今，
越来越多茶饮品牌开始关注国际市
场，寻求海外市场增量。

饮料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
赛道拥挤、竞争激烈。未来，中国
新式茶饮要想持续激发消费热度，
可在两个方向重点发力：一是规范
市场秩序，避免无序竞争。新式茶
饮品牌在争取扩大市场份额的同
时，需遵守市场规范，维护良好的
市场环境，促进行业良性发展。二
是持续提高创新能力，不断挖掘新
式茶饮蕴含的潜力，积极回应消费
者的需求和期待。

（罗婉沁采访整理）

据路透社报道，贵州茅台与瑞幸咖
啡近期联名推出“酱香拿铁”。这款饮品
吸引了众多年轻消费者，门店前排起了
长龙，相关话题也迅速登上中国社交媒
体热榜。德国 《南德意志报》 网站也关
注到，各类茶饮在中国年轻消费者中越

来越受欢迎。不少热门茶饮品牌的跨界
联名引发了轰动。

“新式茶饮深受中国 Z世代欢迎，相
关热门品牌也受到全球投资者关注。”英
国《经济学人》周刊网站报道称，新式茶
饮正在成为中国新的消费风向标。

中国多管齐下稳定汇率

在近期召开的全国外汇市场自律机制专题会议上，
中国金融管理部门表示，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保持
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坚决对单边、顺周期行为予以纠
偏，坚决对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进行处置，坚决防范汇率
超调风险。

此前，为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国金融管理部门已采
取多项措施，包括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下
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等。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报道

中国工业机器人制造领先

中国是工业机器人制造领域的领导者。目前，中国
工业机器人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

中国每年在世界各地新装近 30万台工业机器人。预
计2024年，中国仅在机械臂制造方面的市场规模就能达
到 110 亿美元，该领域的全球市场总额约为 200 亿美元。
据分析机构发布的数据，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总量在
2031年前将增至1500亿美元。

中国的工业机器人过去主要用于完成简单任务，如货
物装卸搬运、普通焊接等。不过，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中
国工厂里的工业机器人开始逐渐掌握复杂技能——组
装、抛光、黏合、喷涂等。

——据俄罗斯自由媒体网报道

中国需求推动澳农产品出口创纪录

2022至 2023财年，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连续第二年
创历史新高，出口增长近20%，达到800亿澳元。

中国是澳大利亚谷物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出口额
增长62.5%，达到54亿澳元。中国也是澳大利亚肉牛出口
的第一大目的地，占澳大利亚肉牛出口总额的 22%。澳
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的杏仁和棉花也有所增加。

总体而言，中国约占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的 20%，
连续第二年成为澳大利亚农产品出口额增长最快的市场。

——据澳大利亚《堪培拉时报》网站报道

中国为5G手机定下新目标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近日印发 《电子信息
制造业 2023-2024年稳增长行动方案》。方案提到，2024
年，中国手机市场5G手机出货量占比超过85%，75英寸
及以上彩色电视机市场份额超过 25%，太阳能电池产量
超过450吉瓦。

其中，关于5G手机出货量的目标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国内市场手机总体出货量累计
2.72亿部，其中5G手机出货量2.14亿部，占同期手机出货
量的78%以上。业内认为，5G手机有较大增长空间。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报道

日前，在福建省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数字人民币钱包的支付方式。

谢贵明摄（人民视觉）

在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工业园区江西景旺精密电路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业机器人在自动化生产线上作业。

谢 东摄（人民视觉）

近日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一家超市拍摄的蔬果。
储 晨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