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新闻热线：010—58884053
E-mail：zbs@stdaily.com

■责编 石 义2015 年 8 月 19 日 星期三 ZONG HE XIN WEN 综合新闻

■今日关注
截至17日上午9时，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

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共造成114人遇难，70人失联。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瑞海公司危化品仓库

虽然通过了相关部门在港口经营许可证、安评、环评等

方面的审核，但对其资质，仍存疑问。

港口经营许可证：曾经 8个
多月无照经营危化品

——港口经营许可证：根据记者掌握的瑞海物流

工商登记基本情况表得知，该公司拥有交通部门批复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经营许可证（津）港经证（ZC－

543－03）号。依照港口法，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即可

经营危险化学品相关业务。

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涉事企业瑞海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注册成立，成立初期的经营许可项目明确表

明“危化品除外”。2014 年 4 月，瑞海公司才首次获

得天津市交通部门批复的危化品经营资质，有效期

至 2014 年 10 月 16 日。而该公司正式获得港口经营

许可证是在 2015 年 6 月，也就是说，从 2014 年 10 月

至 2015 年 6 月的 8 个月中，该公司没有经营危化品的

资质。

记者 17 日独家采访到该公司的一个负责人，他表

示，2014年 10月后他们的确一直没有危化品经营资质，

但却一直在从事这项业务。

安评报告：公开渠道无法查到

——安全评价：瑞海公司取得了全国甲级安全评

价机构安全条件审查报告。天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高怀友说，瑞海公司取得了全国甲级安全评

价机构——天津市中滨海盛安全评价监测有限公司的

安全条件审查报告后，相关主管部门根据安评结果对

现场及结论进行审查，认为符合相关规定。

记者获得的 2013 年 9 月天津市交通港口管理局的

一份批复件显示：该工程安全预评价报告和安全条件

论证报告基本符合国家和交通运输部有关编制规定，

根据专家组意见，同意备案。

但目前瑞海公司危化品仓库的安评报告一直未向

社会公开。高怀友 15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港口企业

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是由交通运输部门发放

的，是否需要公开企业的安全评价报告，过去并没有强

制性要求，现在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情况

下，可部分公开安评报告。

但截至 17 日下午 5 时，记者却仍无法从公开渠道

查到瑞海公司安评报告。

环评报告：民意调查采访对
象不知情

——环境评价：具备环境可行性。记者获得的一

份 2013 年 12 月 10 日天津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环评

报告显示，瑞海公司拟把物流堆场改造成为一个集装

堆场，项目建成后危险品货物年周转量 2万吨左右。报

告认为，“该项目建设内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

合地区总体发展规划。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本项目建设具备环境可行性。”

环 评 民 意 调 查 是 环 评 报 告 重 要 内 容 之 一 。 记

者获得的瑞海公司环评报告显示，环评期间共向周

边企业及居民发放 130 份调查表，回收有效调查表

128 份，“基本支持和赞同该项目的建设，没有反对

意见。”

但在记者多日采访中，被采访的居民表示，根本

就不知道周边这么近的距离就有危化品仓库。爆炸

发生后，很多居民因为刚刚获悉小区距离危化品仓库

如此之近，而纷纷表达不满。住在海港城的杜焕女士

表示，她没有接受过这项调查，也不知道有这个仓库，

如果知道了一定不会同意这份环评报告的。对距离

的安全性感到不安的还有周边的机构和企业，在距离

爆炸 1 公里左右一处办公楼办公的孙先生说，不知道

这里有一个危化品仓库，如果知道肯定不会租用这里

的办公楼。

万科海港城是此次距离爆炸点最近的小区。万科

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 2010 年 4 月获取土地，“当

时周边为普通物流仓库，之后我们并未获悉它改造为

危险品仓库的情况。”

（新华社天津8月17日电）

天津港爆炸事故涉事企业瑞海公司资质三问
新华社记者 秦交锋 李 鲲 邓中豪

科技日报北京 8
月 18 日电 （记者吴
红月）“药品审评标准

将提高，新药将分为

创 新 药 和 改 良 型 新

药，‘新药’将由现行

的‘未曾在中国境内

上市销售的药品’调

整为‘未在中国境内

外上市销售的药品’；

仿制药由现行的‘仿

已 有 国 家 标 准 的 药

品’调整为‘仿与原研

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

的药品’。”在 18 日召

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

会上，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吴

浈表示，药品审评审批

将 进 行 全 面 综 合 改

革。未来科研人员可

以不必一次性转让自

己的研发成果，而是将

创新药变成资本的形

式入股、投资以及生产

产品直接获益。”

记者了解到，多

年来，药品审评审批

制 度 在 我 国 医 药 产

业 发 展 中 一 直 备 受

批评。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我国等待审

评 审 批 的 药 品 多 达

21000 件 ，申 报 排 队

等候现象严重，影响

了 科 研 人 员 积 极 性

和 企 业 的 创 新 投 入

与发展。

吴浈指出，我国

现代制药企业起步较

晚 ，标 准 偏 低 。 自

2000 年以来，国家逐

步采取将地方审批药

品集中到国家统一审

批、药品标准由地方

标 准 上 升 到 国 家 标

准、提高 GMP认证水

平、推进仿制药与原

研药质量和疗效一致

性评价等措施提高药品质量。但总体上仍然存在药品

审评标准不高、管理方式落后、审评审批体制不顺、机制

不合理等问题。特别是企业低水平重复申报、部分注册

申报临床数据不真实、不完整、不规范等问题比较突

出。而我国审评审批人员数量严重不足、待遇较低，也

与注册申报需求也不匹配。针对这一现状，近日，国务

院印发《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的

改革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其核心就是提高药品质量，

建立科学、高效的审评审批体系。

吴浈强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已订出时

间表，将抓紧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及《药品注册

管理办法》，于 2016 年底之前消化完注册申请积压存

量，2018 年实现按规定时限审批，全面提高审批透明

度，推动医药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更好地满足

公众用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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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18日电（记

者李大庆）投资人对创新成果的渴

求真是一般人想像不到的。在首届

“中科创赛”大赛上，所有的评委都

是投资人，并且是一分钱评审费都

不拿的评委。

为了进一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中

科院深圳现代产业技术创新和育成中

心于18日举行了首届“中科创赛”北京

分赛场的比赛。北京地区共有48支创

业团队向比赛的评委们介绍自己团队

的创新发明和商业计划书。这些创新

团队既包括致力于创新的大学生、研究

生，也有来自正在成长的企业。

这次大赛的评委全为投资人，分

别来自启赋资本、中儒资本、立邦资

本、海量资本、中海投、中科湘财、建

设投资、北京银行、浦发银行等机

构。有意思的是，这些投资人到北京

赛场当评委，不仅不拿任何评审费，

甚至连交通费、住宿费还要自理。投

资人对创新成果的渴求略见一斑。

据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主任刘庆莲介绍，大赛分为大学

生创业组、企业成长组和团队初创

组三个组别，历经海选、预赛、决赛

三个阶段。获奖团队将获得 1000 万

元 的 天 使 基 金 投 资 ，并 优 先 获 得

3000万元创业基金投资。

比赛过程的设置也很有特点。

由一位团队成员介绍项目 6分钟，由

评委（投资人）提问 9 分钟。主办方

之一的中科院深圳现代产业技术创

新和育成中心主任徐明亮说，评委

（投资人）最关心的是创新团队的商

业计划书，也就是一项创新成果能

不能赚钱和怎样才能赚钱，这和以

往赛事的评委们多是关心成果的专

利、新颖性大不相同。

对创新团队来说，只要能说服

评委，投资人就会向你的成果投资。

社会上这么多投资人和游资等

待科研成果，为什么还会出现科技成果转化难？今天大

赛给人的一点启示是：成果转化难，难就难在成果研发者

大多没有自己的商业计划书，或者根本就不找人研究商

业计划书，却空喊自己的成果转化不了。徐明亮想告诉

科研人员：你要把投资人当成你自己事业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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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有点不明白了。

这位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和他的团队所研发

的甲醇制取低碳烯烃技术，刚刚荣获 2014 年度国家技

术发明一等奖，年初他本人还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

接过奖状，这会儿，煤经甲醇制烯烃项目在行业内就因

为过热而要被“规范”了。煤化工行业是个什么发展形

势，他有点摸不着头脑。

近日，全国科学院联盟能源分会启动仪式暨煤制

烯烃产业高端论坛在大连化物所举行。在论坛上，当

着全国煤化工企业，包括一些欲进军煤化工的企业领

导的面，刘中民把这一“不明白”抛给了参加论坛的各

位嘉宾。

起因是国家有关部委局的几个文件。

8 月 7 日，工信部公布了《煤制烯烃行业规范条件》

征求意见稿，就煤制烯烃行业的工艺与装备、资(能)源

消耗、环境保护等方面予以规范。而在此前的 7 月 7

日，国家能源局也发布了关于规范煤制燃料示范工作

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又据最新消息，国家发改

委也已就煤化工产业的布局提出了方案，并开始征求

意见。

煤化工行业到底是不是过热？这不好下结论，因

为对于什么叫热还真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但要上马的

企业不少则是肯定的。

所谓煤化工，就是把煤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燃

料以及化学品的过程。

还是以煤化工中的煤经甲醇制烯烃为例。

烯烃是重要的化工原料，我们平时所用的塑料等

都是从烯烃生产而来。以前国内外走的都是石油路

线，即用石油生产烯烃。刘中民团队的发明就是用煤

取代石油生产甲醇再生产烯烃。这项技术发明对于贫

油富煤的我国来说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更具战略

意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石油价格不断攀升，这就为煤

经甲醇制烯烃的技术提供了利润空间。2006 年，刘中

民所在团队经过 30 余年研制的这一技术首次在陕西

华县完成工业化试验，年处理甲醇能力达到 1.67 万

吨。之后的 2010 年 8 月，刘中民团队又在内蒙古包头

使用甲醇制烯烃技术投料试车一次成功，正式进入工

业化生产。

看到了煤经甲醇制烯烃的经济前景，各地纷纷上

马这一技术项目。目前全国大约有十几个煤制烯烃项

目已建成或正在建设。

煤制烯烃项目上马过热吗？一个有 13亿多人口的

贫油国家有十几个煤制烯烃生产线不算多。但关键是

近一年多来的国际石油价格暴跌，打压了煤制烯烃的

利润空间。因为用石油生产烯烃，不仅技术路线更成

熟，而且成本也更低。

坐在论坛嘉宾席上的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院长

顾宗勤，面对台下多家企业的领导说，国际油价对我们

煤化工行业影响巨大，油价下跌对行业最不利。但从

宏观上说，无论如何，中国的煤化工产业一定要发展。

因为国际油价不会长期维持在 40多美元的价位上。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研究员包信和特

别强调，不论煤化工是否过热，在目前中国 60%以上的

石油需要进口的背景下，中国煤化工肯定是要发展的，

煤化工的技术创新也是必须坚持的。

“前边提到的三个文件我都看过了。”陕煤集团总

经理尚建选说，国家部委局这次出台文件，主要是制定

管理标准，设定煤化工产业的门槛，它不是具体管理项

目，对大家都是公平的。包信和也持有这种观点：这些

文件强调的是规范，对新上马的项目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比如环保、资源等。

事实上，在发展煤经甲醇制烯烃的产业方面，有关

部委早已注意到了产业发展与环境和资源的关系。5

年前，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司长就指出，现代煤化工不仅

投资巨大，而且是高耗水行业，并且我国的煤资源又主

要集中在中西部，那里都是比较干旱、半干旱地区，水

资源特别匮乏。当时他就表示，国家要有秩序地发展

煤化工，把几个示范项目搞好，从工程技术、生态环境

保护等方面综合全面评价，之后再考虑推广。

“规范、整治”这把高悬于企业头顶多年的利剑终

于要砍了下来。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国家部委的及早规范应该是

个福音，毕竟这比项目上马后企业受困于资源、受困于

利润空间、受困于贷款压力要好得多。当然，对于科研

机构来说，这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你要提供更好的

技术路线，更优的工程价格。而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只

有通过技术创新。

煤化工“过热”：煤制烯烃还要不要发展？
科技日报记者 李大庆

科技日报北京8月 18日电 （记者唐婷）记者从 18

日下午在国家防办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今年已

有 154 个城市因暴雨洪水发生内涝受淹，受灾人口 255

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81亿元。

据国家防办统计，截至 8月 17日，全国有 29省（区、

市）1810 个县 5932 万人遭受洪涝灾害，因灾死亡 232

人、失踪 55 人，紧急转移安置 466.35 万人，农作物受灾

4839 千公顷，倒塌房屋 11.75 万间，直接经济损失约

1176亿元。

国 家 防 办 副 主 任 、新 闻 发 言 人 张 家 团 分 析 指

出 ，今 年 以 来 的 洪 涝 灾 害 呈 现 4 个 特 点 ：一 是 灾 害

较常年偏轻，因灾死亡人数历史同期最少；二是受

灾区域相对集中，部分地区重复受灾；三是台风登

陆 个 数 多 、灾 害 重 ，今 年 已 有 4 个 台 风 先 后 登 陆 我

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51 亿元，占今年以来洪涝灾

害损失的三分之一；四是城镇内涝受淹损失大，水

利工程损毁严重。

据预测，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全国降水略偏少，

有 2—3 个 台 风 生 成 ，其 中 1—2 个 登 陆 我 国 。 预 计

9—11 月，全国降水“南北多、中间少”，江南中南部、

华南北部、东北北部明显偏多，华北中西部、黄淮中

西部、西北大部、西南北部明显偏少，有 7—9 个台风

生成，其中 1—2 个登陆我国。在 2014 年嘉陵江、汉

江、淮河和黄河中游等发生罕见秋雨之后，不排除今

年再次发生秋汛的可能性。同时，预计北方冬麦区

部分地区由于降水偏少导致土壤缺墒，将影响秋播

作物出苗生长。

国家防总：今年已有 154个
城市因暴雨洪水发生内涝

8月18日，第四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军转民大赛在北京举行初赛评审，评审组从366个参赛项目中评选出120个项目晋级半决赛。大赛项目涉及电子信息、高端装
备制造、生物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图为评审专家在对参赛项目进行讨论。 新华社记者 杨光摄

新华社北京 8月 18 日电 （记者徐博）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18 日发布消息称，国务院安委会

定于 2015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对全国 31 个省（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综合

督查。

检查主要对象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高危行业领

域企业，重点检查地方政府工作落实情况，抽查危险化

学品、民爆器材、烟花爆竹、电梯、煤矿、非煤矿山（尾矿

库）、交通运输（大客车、旅游包车、校车）、油气输送管

道、建筑施工、消防、粉尘涉爆等重点行业领域企业，以

及港口、码头、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

综合督查的时间为 2015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10 日。

国务院安委会组织 16 个国务院督查组，分别由国务院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带队。

我国将开展安全生产
大检查综合督查

科技日报江苏常熟8月18日电（记者王怡）“准司

机在驾车上路前要通过驾校的考试，无人驾驶的智能

车也同样需要各方面的考核，这就是我们今天成立这

个‘驾校’的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自动化学会

理事长郑南宁在中国智能车综合技术研发与测试中心

揭牌仪式上说。

在连续两届成功举办“中国智能车未来挑战赛”的基

础上，常熟市人民政府联合西安交通大学、中科院自动化

所、长安大学和青岛智能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中国智能车

综合技术研发与测试中心。该中心将建设研发实验室和

静态测试实验室，通过对现有道路、路边基础设施和交通

信号系统的改造，构建典型的实际交通测试环境并配套车

联网设施，提供高精度地图和智能车测试等服务，在独特

的测试场地，实现智能车测试的智能化和标准化。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飞跃说：“我们组建

的中心不仅关注研发，还要通过规范和标准化来整合

研发体系和产业链，明确智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和行

业准入。确保智能车有资格上路，保证智能交通系统

稳步构建。”中国智能车综合技术研发与测试中心将汇

聚众多智能车研发单位，提供技术合作的支撑平台，在

智能车标准制定、技术交易、产品研发与产业化及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通过启动无人驾驶车

辆为载体的“视听觉信息的认知计算”重大研究计划，凝

聚了全国主要研究单位，积累了一定的关键技术。国内

汽车厂商也已经开始重视并实施相应研究计划，积极的

与科研机构寻求合作，中国智能车产业正在孕育之中。

智能车也有了“驾校”
中国智能车综合技术研发与测试中心成立

科技日报北京8月18日电（记者陈瑜 李艳）记者

18日从天津海关获悉，天津“8·12”爆炸事故发生后，天

津海关采取措施做好应急通关安排。

8 月 13 日，天津海关受影响业务现场分别设立临

时办理窗口：新港海关暂时调整至滨海新区宏达街 15

号开发区海关一层业务大厅和天津海关滨海新区综

合业务大厅；开发区海关当日至 16 日共办理进出口业

务 493 票；保税区海关物流园办公场所受损，在保税区

海关海港现场增加临时窗口，当天至 16 日共办理进出

口业务 166 票；东疆海关 17 日已返回原办公地点办理

业务。

目前天津海关干部职工情绪稳定，24 名受伤人员

已得到有效救治，均无生命危险。

天津海关采取应急措施办理通关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