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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观测经济“冷暖”的重
要指标，全社会用电量数据预
示着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向好。1
月22日，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
显示，2 0 1 7年全社会用电量
6 3 0 7 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 . 6%，与2016年同期增速相比
上升1 . 6个百分点，是2014年以
来新高，回暖背后第二产业贡
献最大。业内人士测算认为，
2018年煤电上网电价有约2分
上调空间，不过这部分或由中
间环节消化。

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主
任兼新闻发言人严鹏程在22日
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二产用
电对全社会用电增长的贡献率
为60 . 2%，拉动全社会用电量增
长3 . 9个百分点。制造业用电量
同比增长5 . 8%。三产用电实现
两位数较快增长，其中，信息传
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用电
同比增长14 . 6%。

值得注意的是，受供给侧

改革影响，2017年全国发电量
同比增长6 . 5%，火电发电量同
比增长5 . 2%。而清洁能源发电
量则同比增长10%。

严鹏程介绍说，2017年国
家发改委会同各地相关部门和
电力企业大力推进电力市场化
交易，电力市场建设初具规模，
交易电量累计1 . 6 3万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45%。跨省跨区电
力市场化交易有效减少了弃水
弃风弃光。

申万公用环保分析师刘晓
宁表示，2017年煤价较2016年仍
有增长，根据电煤价格变化测
算2018年煤电上网电价有约2
分上调空间。考虑电价上调将
影响终端用能成本，预计煤电
联动带来的上网电价上涨不传
导至终端销售电价，煤电电价
上调部分或由中间环节消化。
但未来更多还需在煤电双方内
部平衡。

(来源：经济参考报)

22001177年年用用电电量量增增速速
创创四四年年来来新新高高

22002200年年智智能能汽汽车车占占比比将将过过半半
还还需需迈迈过过几几道道坎坎

如今，智能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汽车企业认定为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全球汽车产业正步入以电动化、智能化化为主的转型
升级时代。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中提到，到2020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路网设
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信息安全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智能汽车新车占比将达到50%。

作为集传感技术、信息融合、人工智能及自动控制等技术于一身的“聪明汽车”，智能汽车拥抱市场还需迈过几道坎？？

产业尚需“补短板

强弱项”

多年来，作为汽车大国，我
国传统汽车制造技术一直落后
于发达国家，缺乏有强大竞争
力的国产汽车品牌。

而进入智能汽车跑道，我
国许多传统汽车制造企业和
百度等互联网企业，都纷纷投
入重金，从全球招纳高级人才
研发智能汽车技术。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电池、电机、电控及整车体系
均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为
智能汽车的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知豆电动汽
车总裁鲍文光介绍，我国宽带
网络和高速公路网的快速发
展，具有领先优势的 5G等新
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等，也为智
能汽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
障。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
国智能汽车产业在传感器、控
制器、执行器以及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方
面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在鲍
文光看来，要鼓励汽车制造、
信息通信、互联网等领域企业
间的相互合作，补短板、强弱
项，重点推动传感器、车载芯
片、中央处理器、车载操作系
统、无线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开
发与产业化。采取自主式和网
联式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加快
智能化关键零部件及系统开
发应用，全面提升整车智能化
水平。

相关配套措施亟

待标准化

“到2020年，智能汽车新
车占比达到50%，应该不成问
题。”在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刘权看来，智能汽车
开发的难点在于无人驾驶汽
车，即技术成熟可靠的无人
驾驶汽车的大规模量产。而
智能汽车则是一个更为宽泛
的概念。

鲍文光则以业内人士的
眼光，详细剖析了实现《智能
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目标所
面临的诸多难点———

“在法律法规方面，有关
智能汽车的顶层设计需进一
步细化完善；在基础建设层
面，需加强道路、充电网络等
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与智
能汽车发展的统筹管理；在
企业发展层面，坚持正向开
发的企业，还要面临持续投
入高、回报周期长、人才紧缺
等困局。”

谈及我国智能汽车发展
面临的挑战，工信部赛迪研
究院互联网研究所副所长陆
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智能
汽车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产业链技术短板比较
明显，短期内很难有整体性
突破；我国路网设施智能化
程度不高，尤其是交通信息
标识等很多领域都没有完全
规范化和标准化；法规标准、
产品监管和信息安全体系框
架都没有及时跟上去。”

给智能汽车戴上

“安全锁”

你居住的小区、单位的名
称，甚至经常去哪个饭店，智能
汽车全都“门清儿”？

这并非耸人听闻。在刘权
看来，为了准确做出智能决策，
智能汽车会收集大量用户信
息，信息不安全问题也很可能
由此而生。

“对智能汽车进行有效的
信息安全监管至关重要！”刘权
说，“应当积极制定相应的信息

安全技术标准，要求智能汽车
开发者在开发设计时满足相应
标准，强化隐私保护设计，并不
断完善信息保护技术；赋予智
能汽车用户相应信息权利，如
信息收集同意权、删除权，以制
约信息收集者，同时完善责任
追究机制。”

鲍文光也建议，应当实施
智能汽车信息安全分域隔离，
搭建多层纵深防御、软硬件结
合的安全防护体系，保障通信
接口信息传输安全，加强车载
芯片、应用软件、操作系统和车
用密码等安全性设计。同时，要

完善智能汽车生产、准入、销
售、检验、登记等管理规定，加
强车辆的使用管理。

在陆峰看来，适应汽车智
能化发展趋势，加快推进相关
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是重中之
重。

他认为，要加快制定汽车
电子相关标准，促进汽车电子
标准化、规模化和安全化发展；
加快制定车联网相关标准，促
进汽车信息服务互联互通和服
务集成；加快制定车载操作系
统和汽车应用软件等相关标准
的制定。 (来源：科技日报)

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
《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项目
价 格 政 策 的 通 知 》，降 低
2018年1月1日之后投运的光
伏 电 站 标 杆 上 网 电 价 ，Ⅰ
类、Ⅱ类、Ⅲ类资源区标杆
上网电价分别调整为每千
瓦时0 . 55元、0 . 65元、0 . 75元
(含税)。自2019年起，纳入财
政补贴年度规模管理的光
伏发电项目全部按投运时
间执行对应的标杆电价。

通知指出，为积极支持
光伏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
坚战，更好地保障贫困户收
益，保持村级光伏扶贫电站
(0 . 5兆瓦及以下)标杆电价、
户用分布式光伏扶贫项目
度电补贴标准不降低。即村
级 光 伏 扶 贫 电 站 一 类 、二
类、三类资源区标杆电价分
别为每千瓦时0 . 6 5元、0 . 7 5
元和0 . 85元，户用分布式光
伏扶贫项目度电补贴标准

为0 . 42元。
一位业内人士称，此次

上网电价下调的原因包括：
光伏电站效率不断提升，电
站成本不断下降；光伏上游
企业盈利能力强，电站规模
不 断 扩 大 ，说 明 行 业 利 润
高，有调价空间；国外光伏

电站成本也不断降低，电价
也在不断下降，最低电价已
可降低到0 . 2元/kwh，因此，
光伏行业有降价空间；2016
年光伏领跑者项目招标电
价，也反映出光伏电价有下
降空间。

(来源：人民网)

22001188光光伏伏发发电电价价格格下下调调
村级光伏扶贫电站标杆电价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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