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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港西港 LNG 项目配套 1 个 26.6 万立方米 LNG 卸船泊位、5 座 20 万立方米储罐、1 个 5 万立方米 LNG 装船泊位， 设计年接收能力
590 万吨，计划今年底投产使用。 项目建成后，可持续稳定地为山东、环渤海乃至华北地区提供能源保障，增强区域调峰、储气和冬季保供能力，对调
整能源结构、保障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图为 2 月 6 日，在该项目现场储罐正在施工建设。 人民图片

要 闻□主编：别凡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922 □ 2023 年 2 月 13 日

公共领域车辆站上全面电动化风口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为进一步加快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
化步伐，工信部、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
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 《通知》明确，此次试点实
施周期为 2023-2025 年，涉及的公共领域
车辆包括公务用车、城市公交、出租车（包
括巡游出租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 邮政
快递车等。

公共领域用车具有数量多、示范性强
等特点。 在业内人士看来，公共领域车辆
全面电动化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加快绿
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同时，对降低
石油对外依存度、保障能源安全等亦具有
重要意义。

●推动商用车电动化进程

从目标来看，《通知》提出实现车辆电
动化水平大幅提高。 试点领域新增及更新
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显著提高，其中城
市公交、出租、环卫、邮政快递、城市物流
配送领域力争达到 80%。

“以公共领域车辆为突破口加快全面
电动化， 有利于补齐商用车新能源化短
板，实现柴油车辆的节能与环保，对改善
城市环境意义重大。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
树认为。

据了解，公共领域车辆以载客和运货
等商业用途为主，其总保有量虽然不及私
家车，但此类车辆运营时间长，且其中的
公交车、物流车等载重较大，因此单车燃
油消耗和污染排放更大。 中汽数据发布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报告 2022》显示，
2021 年中国车用总燃料消耗量为 2.33 亿
吨， 同比增长约 3%， 直接碳排放量约 7.7
亿吨，其中商用车占比超一半。

“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利好新能
源商用车的发展。 ”中科院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研究总监邵元骏指出，“其实公
共领域车辆电动化一直在推。 目前一二线

城市的公交车电动化步伐很快，基本上已
经完成。 这次试点工作肯定会对三四线城
市的公共交通电动化带来促进作用。 ”

另外，网约车行业也在积极进行电动
化转型。 记者了解到，曹操出行自 2015 年
起就在推动新能源汽车在共享出行领域的
使用。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投放纯电动汽
车近 10 万辆，2022 年全年碳减排量高达
62 万吨。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新能源商用
车整体渗透率仍相对较低。 2022 年新能源
商用车销量为 33.8 万辆， 全年渗透率为
10.2%，相较于乘用车同期 27.6%的渗透率
仍有差距。 对此，有观点认为，此次试点公
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有望加速商用车领
域新能源化进程。

●充电桩建设将进入新一轮加速期

除了对车辆电动化水平提出要求外，
《通知》还对充换电配套设施的发展进行了
部署。 《通知》提出，要建成适度超前、布局
均衡、智能高效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服

务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新增公共充电桩（标
准桩）与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标
准车）比例力争达到 1：1，高速公路服务区
充电设施车位占比预期不低于小型停车位
的 10%。

记者了解到， 当前国内充电桩建设数
量远不及新能源汽车销量，去年 1-10 月，
国内桩车增量比为 1:2.5。 有业内分析认
为，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需要“跑赢”新能
源汽车增速， 否则或进一步加剧车桩配比
失衡等矛盾。

“续航问题和充电方便程度是影响新
能源汽车销量的两个重要因素。 整个充电
网络建立起来后， 对商用车乃至整个新能
源汽车的推广使用都具有重要意义。”邵元
骏表示，“充换电设施行业发展需要国家、
企业及产业链各方的共同发力。例如，高速
路充电桩、 集中式大型充电站是国家层面
要发力的部分；企业层面，一般车企在消费
者购车后会自发建设私人充电桩。另外，在
一些写字楼、 商超等停车场加大公共充电
桩布局也是企业发力的方向。 ”

业内人士认为， 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

也能够带动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完善，
可以进一步调动消费者积极性、拉动消费。
“充电桩行业和新能源汽车两者之间能够
双向促进。 以前充电桩产业发展存在的最
大问题是没有人充电，企业赚不到钱。而在
推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后， 市场将
释放巨大充电需求， 充电桩建设也有望进
一步加速。 ”邵元骏进一步说。

●需要全国统一大市场

《通知》还要求，完善政策支撑体系，鼓
励试点城市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因地制宜
研究出台运营补贴、通行路权、用电优惠、
低/零碳排放区等支持政策，探索建立适应
新技术新模式发展的政策体系。

事实上，在“双碳”目标指引下，一直以
来各地不断加大对商用车电动化的支持力
度。例如，深圳对配置一定数量新能源物流
车的车辆运营企业发放补贴； 上海提出到
2025 年新增城市物流车 100%使用新能源
或清洁能源。

“各地制定的支持政策都不相同，都会
基于当地新能源汽车的普及率、 政策补贴
力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定。 ”邵元骏表示。

“公共领域车辆品种多，很散乱，技术
相对落后，需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
规模效应， 否则会导致各城市固守自己的
特色品种，埋下规模小、成本高、不规范竞
争等隐患。 ” 崔东树强调。

另有观点认为， 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
电动化、 智能化融合发展催生了如自动驾
驶等新技术、新模式，但仍存在技术不成熟
等问题。公共领域车辆一般为政府投资、单
位所有，且应用场景相对固定，是探索新技
术、新模式应用的良好载体。 “自动驾驶等
新技术本身尚未成熟， 且还不具备商业模
式， 因此在公共领域车辆上应用还存在很
大挑战。不过，虽然现在大规模推广意义不
大，但在局部划定示范区，做一两条示范线
路是没问题的。 ”邵元骏表示。

中共中央、国务院：
树立质量发展绿色导向

本报讯 中共中央、 国务院近日印发
了 《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以下简称 《纲
要》），强调树立质量发展绿色导向，并发
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落实。

《纲要》指出，到 2025 年，经济发展质
量效益明显提升。 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创
新能力显著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 单位 GDP 资源能源消耗不
断下降，经济发展新动能和质量新优势显
著增强。

《纲要》明确，开展重点行业和重点产
品资源效率对标提升行动，加快低碳零碳
负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高耗能行业
低碳转型。全面推行绿色设计、绿色制造、
绿色建造， 健全统一的绿色产品标准、认
证、标识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供应链。 同
时，优化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标准，实现资
源绿色、高效再利用。建立健全碳达峰、碳
中和标准计量体系，推动建立国际互认的
碳计量基标准、 碳监测及效果评估机制。
建立实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标准体系。建
立绿色产品消费促进制度，推广绿色生活
方式。

《纲要》同时指出，大力发展绿色建
筑， 深入推进可再生能源、 资源建筑应
用，实现工程建设全过程低碳环保、节能
减排。 （仲能）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
鼓励企业加强
能源资源和低碳计量

本报讯 2 月 8 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企业计量
能力提升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 《意见》鼓励企业加强能源资源计
量和低碳计量，提出重点用能单位、排放
单位应当配备能源资源、 碳排放相关计
量器具，满足能源资源、碳排放相关计量
要求。

《意见》提出，强化用能用水单位的能
源、 水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加
强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建设，
组织开展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持续开
展能源资源计量服务示范活动。

同时， 推动企业建立健全碳计量体
系， 研究建立重点排放单位碳计量审查
制度，为企业碳排放“可测量、可报告、可
核查”提供计量支撑，服务国家碳排放统
计核算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支持企业参
与低碳、节能、节水、环保、清洁生产、资
源综合利用等领域共性计量技术研发，
营造企业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的良
好环境。 （宗和）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十四五”期间拟新批准建设
领域类创新基地不超 20 个

本报讯 2 月9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发布《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申报指
南（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指出，“十四五”期间，拟新批准建
设领域类创新基地不超过 20 个。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是我国标准
化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效整合
标准技术、检测认证、知识产权、标准样品
以及科技和产业等资源，围绕全类型标准
和标准化全生命周期，创新标准化与科技
创新互动发展方式、创新标准实施应用方
式、创新国内国际标准化工作同步推进方
式的重要平台。

《指南》明确，创新基地申报领域围绕
国家重要规划和战略， 重点聚焦人工智
能、量子信息、区块链、数字孪生、操作系
统、高端芯片、高端装备、元宇宙、数字乡
村、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新兴领
域，以及生物技术、新型电力系统、碳达峰
碳中和、生命健康、共同富裕、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王冰）

国家统计局：
1 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出厂价格环比下降 5.5%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 2 月 10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1 月份， 全国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同比下降 0.8%，环比下降 0.4%；工
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 0.1%， 环比
下降 0.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中，燃料、动力
类价格环比下降 1.3%， 化工原料类下降
1.2%， 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类价格下降
0.7%；黑色金属材料类价格上涨 0.7%，有
色金属材料及电线类价格上涨 0.4%。

工业生产者主要行业出厂价格中，生
产资料价格下降 0.5%， 影响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38 个百分点。
其中，采掘工业价格下降 1.0%，原材料工
业价格下降 0.7%， 加工工业价格下降
0.4%。 生活资料价格下降 0.3%，影响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下降约 0.06 个百
分点。 此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
下降 0.5%，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环
比下降 5.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
业价格环比下降 3.2%，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价格环比上涨 0.3%， 燃气生产和
供应业价格环比上涨 1.1%。 （李想）

本报讯 深圳盐田某 10 千伏供电设
备近日突发故障， 盐田区配网集中式自
愈系统立即开启自动定位， 精准锁定故
障点并通过系统指令遥控现场开关隔离。
短短 1 分钟内线路即刻 “痊愈”， 全线路
914 个非故障区段低压用户供电基本不
受影响。

据了解，这样的线路“自愈”技术为深
圳的高可靠性供电提供了极大助力。2 月 1
日，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以下简称“深圳
供电局”） 在其 2023 年工作会议上披露，
深圳配电自动化有效覆盖率、 自愈覆盖
率已达到“双百分百”，建成了全国自动
化程度最高的自愈型智能配电网，使故障
平均停电时间由以往的 2 小时降低至不
足 2 分钟， 相较于传统人工复电平均用时
减少 98%。

据悉， 如今深圳约 70%的用户可通过

自愈系统实现快速复电， 自愈动作成功率
高达 94%。 通过配网自愈技术应用，2022
年深圳全年客户平均停电时间下降了
50%，达到故障区段最小化、恢复供电最大
化、用户体验最优化。

“线路发生故障时，‘自愈’能借助通信
网，通过终端和主站的配合，遥控自动化开
关设备精准隔离故障区域并恢复非故障区
域供电， 整个过程无需任何人工指令操
作。”深圳供电局调度中心电网自动化部主
管郝蛟介绍。

近年来，深圳供电局围绕“线路配电自
动化开关设备高密度覆盖+光纤传输高稳
定通讯”模式高标准打造自愈电网，推进配
电自动化三遥（遥信、遥测、遥控）开关建
设，具有远程监测、操作功能。 该类开关覆
盖率越高，故障范围就会隔离得越小，故障
范围外其他受影响的停电用户就会越快复

电。 截至目前， 主干节点三遥覆盖率高达
61%，居全国领先水平，已基本实现民生、
重要用户等重要负荷的全覆盖。同时，自动
化设备网络接入能力及通讯可靠性达国内
领先水平 ， 支撑终端平均在线率达到
99.5%，确保重要负荷用户均可通过远程自
动化操作实现“分钟级”一键复电。

2022 年 6 月，深圳大鹏新区葵涌片区
某条 10 千伏线路通过自愈系统自动完成
故障精准定位、隔离，全线 2067 个用户即
刻复电， 从发现故障到复电用时仅 60 秒，
为该线路上葵涌医院等重要民生用户提供
坚强的电力“后盾”。

近日，在深圳福田供电局大楼内，运维
人员手执一块“平板”设备，即可查看远在
5 公里外的赤尾东环现场线路开关接收
指令并执行操作的情况。 不到 1 分钟，无
人远控合环转供电顺利完成。 这正是自愈

线路实现下运维人员“足不出办公室”的工
作现况。

据了解， 深圳供电局通过配网程序化
操作功能开发应用， 利用光纤加密传输信
号以及远方遥控中压开关， 实现 “一键顺
控”，开关操作效率提升 90%。 运维人员只
需通过配网开关远程操作， 用时不到 1 分
钟就可以实现 1 小时才能完成的任务。

“以前都是到现场才知道故障的具体
情况，现在线路基本实现自愈复电，调度可
以分析告知故障定位信息，既节省了时间，
又规避了现场操作的不安全因素， 提高了
工作效率。”深圳宝安供电局石岩供电分局
配电管理助责华卫达表示。

目前，无人远控模式已在深圳盐田、福
田、宝安等地试点，效果显著，预计今年将
实现深圳辖区内全域推广。

（徐启源 郑婕蓥 李浩然）

深圳建成全国自动化程度最高自愈型智能配电网
相较传统人工复电平均用时减少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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