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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9月 5日

星期四要闻

■ 新华社记者 胡旭 卢宥伊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

也是汽车产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日前于四川宜宾

举行的 2024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创

新、安全、回收等成为嘉宾们讨论的关

键词，也折射出动力电池行业的最新发

展动向。

关键词一：创新

在大会的展示活动上，宁德时代展

区人头攒动，“神行 Plus”“天行”和“麒

麟”等系列电池备受关注。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神行 Plus”电池是首款兼顾

1000 公里续航和 4C 超充特性的磷酸

铁锂电池，可实现“充电 10 分钟续航

600 公里”，并且在零下 20 摄氏度环境

下依然能够高效工作。

续航和充电是新能源汽车用户的

关注焦点。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总裁梁锐说，过去这两年行业内推

出了很多长续航、超快充电池产品，有

效缓解了大家的里程焦虑和充电焦虑。

技术创新不仅带来产品迭代，也推

动企业降本增效。“市场竞争最后还是

会体现到成本上，而成本的降低并不是

简单地降低采购价格，核心是要通过技

术创新去推动。”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电池 CTO 孙华军认为，每一处细微的

改进都是降低成本的机会。

得益于创新驱动带来的产品和成本

优势，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市场竞争力不

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

中心在大会期间发布的《动力电池产业

发展指数（2024年）》显示，2021-2023年，

中国动力电池企业全球市场占有率分

别达到 48.8%、59.8%、62.9%。

与此同时，创新也在为动力电池行

业不断打开新的应用场景。在低空经济

展区，沃飞长空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展

示的一款电动“飞行汽车”令人眼前一

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款 5-6座级

倾转旋翼纯电动垂直起降有人驾驶载人

航空器，正有序推进各项适航审定工作。

“电动飞机、电动船舶、航空航天，

所有这些应用都需要动力电池在安全

性、能量密度等方面有所突破。”中国工

程院外籍院士孙学良谈到，全固态电池

以及锂硫电池、钠离子电池等，都是重

要的突破方向。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在

大会开幕式致辞时表示，将发挥龙头企

业、创新平台等积极作用，推动建立产

学研融通创新联合体，加大各类资源的

投入力度，支持新型材料体系、全固态

电池等新一代电池技术攻关。

关键词二：安全

“高安全是行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

线。”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在大会开

幕式的主题演讲上呼吁，要把消费者的

切身利益、尤其是把大家的安全放在首

位，共同提高安全标准，建立绝对的安

全标准红线。

提升安全性，重点在电池，关键是

标准。今年 5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国家强制标准《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

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对此前施行

的版本进行完善修订。

针对近年来动力电池在停车、充电

状态下着火事故增多，以及着火引燃其

他车辆和基础设施造成财产损失等情

况，征求意见稿将动力电池热扩散要求

从起火、爆炸前 5 分钟报警，提升至不

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提供报警信号。

在政策和标准的引领下，动力电池

厂商和新能源汽车主机厂都在为安全

努力。曾毓群提及，宁德时代已成功将

电池的单体安全失效率降到了极低的

水平，把安全系数提升了几个量级。

“我们的电池安全技术，包含实时

防控、自动预警、主动冷却等六大安全

措施，确保在电池出现问题时能迅速应

对，防止火灾或爆炸。”在极氪汽车展

区，工作人员介绍，极氪电池包通过了

218项系统级测试和675项零部件测试。

孙华军说，很多超过电池系统本身

的事故，比如地下室电池自燃以后带来

的附加影响、路面工况极端事件发生后

伤员如何逃离等，“需要通过技术创新、

品质管控、极限制造等，把产品安全提

升到一个更高水平。”

关键词三：回收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

退役的动力电池会越来越多。”在大会

的一场对话活动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谈到，从环

保的角度，应该考虑退役动力电池的梯

次利用，比如用于家庭储能。

根据国家标准，当动力电池的容量

衰减到初始容量的 80%以下时，就应该

退役。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

展，动力电池逐渐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

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产业协同发展联盟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 年，全国停用新能源汽车 38.9 万

辆，同比增长 161.2%；全国共产生退役

动力电池 16.8万吨，同比增长 78.3%。

目前，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的

综合利用主要包括梯次利用和再生利

用。前者是指对其进行检测、分类、拆

分、重组后，应用至储能、通信基站等领

域；后者是指对其进行拆解、破碎、分

选、冶炼等处理，回收有价金属等进行

资源化利用。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已成为头

部企业的重要布局方向。“回收材料的

使用，可以降成本、减碳。”大会期间，蜂

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杨红新表示，公司已打造了完善

的电池生产、应用、回收体系。

“我们从电池的设计开始，就使其

有利于以后梯次利用、拆解回收。”梁锐

说，很多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为电

池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管理提供强大数

据基础，使我们具备更长远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就修订形成

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

行业规范条件（2024 年本）》公开征求

意见。业内人士分析，新规进一步完善

相关企业在资质、技术、渠道等方面的

要求，有望推进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

行业规范化发展进程。

创新 安全 回收
——从2024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关键词看行业发展新动向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统计局在郑州举办全省统计分析研究能力提

升班，进一步提高全省统计干部分析研究能力和统计决策服务水平。

培训班邀请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国家统计局综合司以及河

南局原局领导等专家进行专题授课。培训课程包括《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河南实践》《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分析报告撰写》以及《世界经济

形势的复杂变化及我国的应对之策》，从宏观经济分析框架与方法、当

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展望、宏观进度分析报告写作等方面着手，系统阐述

了统计分析报告的撰写流程、特点。

河南局 9位同志通过课题、调查报告、进度分析等，从构思、指标选

取、数据分析等角度分享了分析研究写作技巧。各地市 18位同志采用

PPT、思维导图、动画等形式对课题、文章的构思、精彩点进行了分享。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本次培训班课程内容丰富实用，深感受益匪

浅，会将此次学习内容应用于实际工作中，努力为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

各界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统计服务。 李湛 邓珂

河南局举办
全省统计分析研究能力提升班

本报讯 日前，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召开专题会，布置 2024年

轮国际比较项目（ICP）调查业务培训工作。

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密切配合，确保各项调查工作高质量顺利

开展。要落实工作责任，稳步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培训学习，明确制度

要求，切实提升调查员业务水平；加强市场走访，采准规格品价格，强化

督促检查，做到调查结果有据可依。

甘肃总队要求，要综合运用数据联审、专家评审、两级会审等方式

开展数据审核，确保调查数据质量；要强化统筹协同，提升协作能力，共

同提高处理问题的能力水平；要注重时间进度，加强沟通宣传，严肃工

作纪律，确保各项调查工作有序推进。 万千

甘肃总队推进
2024年轮国际比较项目工作

局队在线

最新发布

本报讯 中国统计信息服务中心、卓创资讯 9月 4日发布数据，

据对全国流通领域 9 大类 50 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

示，8月下旬与中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6种下降，4种持平。

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
8月下旬20涨26降4平

■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AI自动制版、软件智能搭配、生物

纤维应用于服装制造……在近日于

上海举行的 2024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

览会（秋季）上，集合创新成果、流行趋

势的新产品、新应用让人眼前一亮。

商业品牌、制造品牌、区域品牌的展

商达800多家，超过20个产业集群/市场

组团参展，2024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

览会（秋季）不仅成为促进供需对接、技

术交流和贸易发展的重要平台，也传递

出服装业发展新态势。

“链”上有新意：智能技术全
方位融入

扫描设计师图稿、调整参数，系统

就可自动制版，将“平面图纸”转为“立

体制造”——在AI服装设计软件“画衣

衣”展台，设计手稿与制造图纸“无缝”

衔接的体验，引发了许多服装设计师、

制造商的兴趣。

制版是服装制造的一个关键环节，

它不仅是简单的尺寸转换，更要平衡外

观美观和穿着舒适，综合考虑人体工

学、面料等多个方面。“画衣衣”展台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企业尝试用人工智能

赋能制版环节，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将

在线设计转化为实际样衣，简化了设计

研发流程，提高了生产效率。

自动制版、智慧搭配、数字化营

销……在展会上走一圈，“智能”气息

扑面而来。

一些服装生产商推出共享工厂等

新业态，有的展商通过数字化产品、服

务和工业互联网赋能业务模式变革；云

采购、云仓储、云调度……有关数字化

智能化的应用不断拓展。

销售端加速线上线下融合，更加体

现智能特征。展会上，展商加大对直播

电商的布局，自助式服装店、无人服装

店的实践应运而生。杭州茶芙巷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卓连成说，通过融

合“网红店+仓储式服装店+自媒体”的

创新模式，品牌实现流量的快速增长。

“绿”字拓空间：积蓄可持续
发展新动能

玉米与服装，二者听上去似乎并不

相关，却在绿色转型的大潮下“走”到一

起：将玉米进行纤维提取、生产、应用，

纺成纱线制作衣服，不仅具备可降解功

能，也更加抑菌、亲肤。

展会上，玉米纤维面料走入大众视

野，代表着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的服装同样成为亮点，传递绿色时

尚风向标。

在可持续创新专区，一排排用回收

面料做成的系列潮服引人关注。这些

“衣再造”“吊旗再生包”系列是将废旧

衣服、展会吊旗回收利用再创作的产

品，以实物展示服装业绿色转型新理

念、新技术。

户外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带火了

功能性面料与服装。

国内羊绒大衣制造企业昆山昭奈

华裕服装有限公司在展会上推出户外

运动型双面手工大衣系列，通过科技创

新增强了面料的防水、耐磨和保暖性

能，拓宽了使用场景。“我们将在新技

术、新模式上持续探索，打造可持续发

展的新动能。”企业总经理陆大荣说。

据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鼓

励开发应用节能降耗关键技术和绿色

低碳产品。中国服装协会将推进可持

续时尚的践行，推动构建负责任的产业

生态体系、绿色供应链体系。

共筑生态圈：不断增强产业
韧性

浙江三门冲锋衣集群、广州新塘

牛仔服装市场、内蒙古呼和浩特羊绒

区域品牌……产业集群、商贸市场、

区域品牌“抱团”参展成为展会的一

个特色。

集群有“制造力”，市场有“风向

标”。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

表示，以产业集群联合参展，将上下游

新动向有机传导，将进一步增强整个链

条协同创新、协同发展的效率。

形成生态圈合力，挖掘市场潜力。

搭建平台，将面料创新与服装设计紧密

结合；集中发布流行趋势，共享资讯资

源；邀请国内外买手，开展有针对性的

商贸对接……展会推动供需对接的一

系列举措，是业界努力开拓市场的真实

写照。

值得一提的是，华艺帽业、杭丝

悦等国内配饰鞋包领域的品牌、供应

商参展。从服装延伸到配饰、面料辅

料，展会整合资源，推动各环节企业

围绕美好生活需要拓展新需求、捕捉

新商机。

“我们将以产业优势、区域优势打

通品牌供应链，创造价值共赢链，从文

化、产品、市场多角度联动，推动产业高

质量发展。”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有关

负责人说。

智慧衣橱、环保时装……从展会看服装业向“新”力

随着中秋佳节到来，宁

夏的月饼生产加工企业订单

大涨，企业开足马力，抢“鲜”

生产，全力投入到中秋月饼

的加工生产中，以满足节日

市场需求。图为在位于银川

的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在月饼生产线上

有序忙碌着。

中新社供图

月饼企业
生产忙

产品名称

一、黑色金属
螺纹钢（Φ20mm，HRB400E）

线材（Φ8—10mm，HPB300）

普通中板（20mm，Q235）

热轧普通板卷（4.75—11.5mm，Q235）

无缝钢管（219*6，20#）

角钢（5#）

二、有色金属
电解铜（1#）

铝锭（A00）

铅锭（1#）

锌锭（0#）

三、化工产品
硫酸（98%）

烧碱（液碱，32%）

甲醇（优等品）

纯苯（石油苯，工业级）

苯乙烯（一级品）

聚乙烯（LLDPE，熔融指数2薄膜料）

聚丙烯（拉丝料）

聚氯乙烯（SG5）

顺丁胶（BR9000）

涤纶长丝（POY150D/48F）

四、石油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LNG）

液化石油气（LPG）

汽油（95#国VI）

汽油（92#国VI）

柴油（0#国VI）

石蜡（58#半）

五、煤炭
无烟煤（洗中块）

普通混煤（4500大卡）

山西大混（5000大卡）

山西优混（5500大卡）

大同混煤（5800大卡）

焦煤（主焦煤）

焦炭（准一级冶金焦）

六、非金属建材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袋装）

普通硅酸盐水泥（P.O 42.5散装）

浮法平板玻璃（4.8/5mm）

七、农产品（主要用于加工）
稻米（粳稻米）

小麦（国标三等）

玉米（黄玉米二等）

棉花（皮棉，白棉三级）

生猪（外三元）

大豆（黄豆）

豆粕（粗蛋白含量≥43%）

花生（油料花生米）

八、农业生产资料
尿素（中小颗粒）

复合肥（硫酸钾复合肥，氮磷钾含量45%）

农药（草甘膦，95%原药）

九、林产品
天然橡胶（标准胶SCRWF）

纸浆（进口针叶浆）

瓦楞纸（AA级120g）

单位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千克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吨

本期价格
（元）

3183.0

3390.7

3252.7

3222.6

4196.3

3492.3

74095.0

19677.5

17415.6

23907.5

478.2

847.9

2334.4

8524.6

9442.7

8337.3

7605.2

5518.0

14932.3

7431.3

4920.1

5067.7

9176.6

8903.5

7509.6

8074.4

1147.8

638.8

738.8

838.8

884.6

1625.0

1612.9

360.4

322.3

1373.6

4068.0

2448.3

2268.7

14496.5

19.7

4366.8

2952.6

8416.7

2086.7

3072.2

25000.0

14901.0

6171.0

2610.9

比上期

价格涨跌
（元）

89.4

78.7

2.4

2.9

-78.3

6.9

1320.7

520.4

-420.1

858.9

-3.6

27.0

37.9

10.5

-36.8

-35.3

15.9

36.1

587.1

-61.6

100.4

0.0

-88.7

-87.6

-61.8

59.4

-17.2

-6.1

-6.1

-6.1

-6.1

-75.0

-114.3

-2.9

-1.9

-69.9

-2.3

-0.8

-6.2

135.5

-1.2

-21.5

50.9

0.0

-53.4

0.0

-121.4

467.7

74.8

-9.9

涨跌幅
(%)

2.9

2.4

0.1

0.1

-1.8

0.2

1.8

2.7

-2.4

3.7

-0.7

3.3

1.7

0.1

-0.4

-0.4

0.2

0.7

4.1

-0.8

2.1

0.0

-1.0

-1.0

-0.8

0.7

-1.5

-0.9

-0.8

-0.7

-0.7

-4.4

-6.6

-0.8

-0.6

-4.8

-0.1

0.0

-0.3

0.9

-5.7

-0.5

1.8

0.0

-2.5

0.0

-0.5

3.2

1.2

-0.4

注：上期为2024年8月中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