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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 688.7 万辆，

同比增长 93.4%，占到全球销量的 61.2%。值得

一提的是，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

销量的 25.6%，提前 3年完成 2025年规划目标。

在 4 月 1 日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

坛（2023）高层论坛上，几位演讲嘉宾不约而同

提到这组数据。聚焦“推进中国汽车产业现代

化”主题，部委领导、业内专家和企业高层展开

了深入讨论。

汽车产业步入电动智能低
碳新阶段

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相里斌指出，当

前，全球汽车产业逐步进入以电动化、智能化、

低碳化为特征的新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形势

和新变化，如新能源汽车科技研发的组织化程

度越来越高，科技创新跨界融合持续加速。

“2022 年是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具有

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年销售首次突破 1000万辆，

同比增长 63.6%。中国继续实施财税金融、积分

管理、道路通行等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行业企

业加快创新步伐，产业发展交出一份亮丽的答

卷。”工信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国斌说。

不仅是市场规模快速增长，而且供给质量

有效提升、产业生态持续优化。截至 2022年底，

我国累计建成充电桩 521 万个、换电站 1973 座，

形成了全球最大规模的充换电网络；建设动力

电池回收服务网点 10056个，地级行政区覆盖率

达到 99%，基本上实现就近回收。

吉利控股集团总裁、极氪智能科技CEO安聪

慧剖析，中国新能源汽车这几年之所以实现跨越

式发展，主要在于通过赛道技术的切换实现产业

高质量发展，大家不再走模仿和低质低价的路线，

而是追求原创自研，创新能力大大增强。同时，电

动化、智能化给新能源汽车带来更多的场景和需

求，各方都在围绕环保、节能、可持续的生态链进

行体系性建设，产业格局大大拓宽。

全面市场化面临多重挑战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直言，我们现在面临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新形势、新挑战，比如，全

面市场化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产品性能和质量

难以满足消费者全气候、全场景使用需求；商用

车进展缓慢；与高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需

求相比，充换电、加氢网络、车路协同等基础设

施建设仍相对滞后；产业发展遇到瓶颈，仍存在

基础资源价格偏高、供应链不畅以及一些技术

制约问题。

对此，辛国斌持相同观点。“随着全球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进入新阶段，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需要共同应对解决。”他举例说，技术创新方

面，电动化领域的车辆安全性、低温适应性需要

进一步提升；智能化领域的自动驾驶系统可靠

性，还需充分验证；支撑条件方面，锂、钴、镍等

上游资源稳定供应能力有待加强；居民小区、高

速公路、农村地区充换电设施还有短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

理事长欧阳明高坦承，2023 年，是新能源汽车革

命与汽车行业深度转型的阵痛期，主要体现为

整车价格竞争与汽车产业链、电动车充电难与

能源产业链、电池锂价波动与电池产业链三大

转型阵痛。

欧阳明高称，目前，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大规

模产业化新阶段，预计 2040 年左右保有量达 3

亿—4亿辆，将发展成 10万亿规模的大产业。

加快推动高水平科技创新

“中国汽车产业正在迈向现代化新征程，

进入电动化、智能化、低碳化全面升级新阶段，

我国亟须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进一步完善

新能源汽车跨部门协同机制，加强顶层设计和

系统部署，实现创新引领和高质量发展。”万钢

强调。

相里斌表示，科技部将加快推动我国新能

源汽车高水平科技创新，助力产业高质量发

展。具体而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前瞻规划部

署，面向 2035 年深入研判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方

向，系统谋划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科技创新的

总体战略布局；积极推动跨部门、跨行业、多主

体协同创新，促进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集成电

路、新型显示、智能制造、氢能、储能与智能电

网、第三代半导体、智能交通等技术的融合创

新；引导国内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高校、科

研院所等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协同攻关。

围绕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领域强能力建设，

相里斌透露，将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领域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投入，加大对全固态电池、新型

电子电气架构等重大科技前沿的支持力度，加强

操作系统、基础工具链等底层核心技术的攻关，从

源头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为加快推进汽车产业现代化，比亚迪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建议，延长新能

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至 2025 年，并且快速出

台、稳定预期，发挥新能源汽车市场“压舱石”和

“动力源”的作用。

（科技日报北京4月2日电）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2023）高层论坛热议——

全面市场化的新能源汽车，如何迈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刘 垠

“针对独特的稀土资源特点，我国开发了系列世界领先的稀土提取

分离技术，在行业大规模应用，成就了中国稀土生产大国的国际地位。”

3月 31日—4月 1日，首届战略资源综合利用论坛在湖南衡阳举行，围绕

解决制约稀土行业发展的资源与环境重大难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小

卫介绍了稀土资源绿色提取分离技术的最新进展。

记者了解到，我国稀土资源分布呈现“南重北轻”特点，位于内蒙古

自治区包头市的白云鄂博混合型稀土矿，是世界第一大轻稀土矿；南方

离子型稀土矿富含宝贵的中重稀土资源，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国防军工

等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料，但提取分离难。

近十多年来，黄小卫院士带领团队开发成功了碳酸氢镁法分离提

纯稀土新工艺、离子型稀土矿浸萃一体化新工艺，为我国轻、中重稀土

资源量身定制了绿色低碳冶金技术。

提升稀土资源利用率和产品品质

白云鄂博混合型稀土矿属于多金属共伴生矿床，由氟碳铈矿与独

居石矿共生，是世界公认的难冶炼矿种，其合理开发利用对全球稀土格

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目前包头混合型稀土矿主要采用中国有研集团（原北

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开发的第三代硫酸法冶炼分离，具有成本低、规

模大、易于连续化生产等优势，但存在硫酸镁废水难以循环利用和硫酸

钙结垢的瓶颈，在资源利用率及绿色发展水平上有待进一步提升。

黄小卫介绍，为解决上述难题，她带领团队成功开发碳酸氢镁法分

离提纯稀土新工艺。新工艺由碳酸氢镁皂化萃取转型分离稀土及钙元

素定向调控技术、碳酸氢镁溶液连续规模制备及物料循环利用技术等

两项核心技术组成，能解决常规矿物型稀土冶炼分离过程高盐废水的

循环利用和硫酸钙结垢难题，实现高效清洁生产。

“利用包头稀土矿冶炼分离过程产生的硫酸镁废水，以及稀土皂化

萃取等过程回收的 CO2，通过连续碳化规模制备碳酸氢镁溶液，替代氧

化镁、液碱或液氨等用于皂化萃取转型分离稀土，最终实现稀土提取分

离过程低碳、低盐、无氨氮排放。”黄小卫介绍，新工艺使稀土萃取率达

99%以上，稀土纯度大于 99.99%；实现了水、镁及 CO2资源循环利用，避

免了硫酸钙结垢、铝和铁杂质对萃取过程的影响，提高了稀土资源利用

率和产品品质。

“用原来的方法，稀土萃取槽体和设备上硫酸钙大量结垢，上百名

工人每月清理 1—2次。在采用新工艺后，每年仅清理 1—2次。”黄小卫

告诉记者，该技术在冶炼分离包头稀土矿的甘肃稀土公司等推广应用

以来大受生产工人欢迎。

让中重稀土提取更高效、环保

对于富含中重稀土战略资源的南方离子型稀土矿，我国发明了独

特的硫酸铵原地浸取—碳酸氢铵沉淀富集工艺，实现了大规模开发。

记者了解到，该工艺工序冗长，稀土回收率低，氨氮污染严重，产生大量

含放射性除杂渣和放射性酸溶渣。

黄小卫介绍，最新研发的绿色提取技术称为离子型稀土矿浸萃一

体化新工艺。以生态友好型镁盐复合体系替代传统硫酸铵浸取离子型

稀土矿，低浓度浸出液以非平衡离心萃取富集稀土工艺替代传统碳酸氢铵沉淀富集稀土工艺，直

接生产出高浓度混合氯化稀土溶液产品，流程上缩减 5道工序，稀土回收率提高 10%—20%，源头

消除氨氮污染，不产生放射性废渣。

2016年，中铝广西稀土公司所属矿山建成一期工程，采用该技术首次实现离子型稀土矿低浓

度浸出液直接萃取富集的工业应用，中重稀土萃取回收率达 99%以上，解决了长期困扰离子矿企

业的含放射性渣污染问题。后又在广西、福建、江西稀土矿山建成了多条生产示范线。

同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成果评价会现场，成果评价专家一致认为：新技术是离子型稀

土矿生产工艺的一次重大变革，整体领先于世界稀土金属选冶、分离技术水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在

稀土资源绿色提取分离上，科技创新永无止境。”黄小卫向科技日报记者表示，她希望新技术能得

到更广泛的推广和使用，更高效、绿色利用稀土的同时，为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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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一以贯之的思想洗礼——
“每当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

部署，我们就号召全党同志加强
学习”

春风拂面，草木蔓发。中央党校主楼北广

场，由马克思坐像和恩格斯立像组成的巨型雕

像，沐浴在和煦暖阳中。

徜徉校园，红墙绿瓦间，拱形屋顶、黄砖贴

面的党校礼堂，以其陕北窑洞式的建筑风格，诠

释着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武装的鲜明基因。

今年 2月，就在这座礼堂内，“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

精神研讨班”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中国

式现代化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思想建党、理

论强党是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

果武装全党、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是我们党创

造历史、成就辉煌的一条重要经验。”

无论是延安时期力行整风运动，改革开放

初期开展全面整党，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三

讲”教育，抑或是新世纪以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教育

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真理之光照耀前路，思想洗礼一以贯之。

2022 年 11 月 9 日，湖南省长沙市暮云街道

莲华村党员学习室内，传来阵阵掌声。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央宣讲团成员与党员干

部、基层群众围坐在一起，进行理论宣讲。接地

气的形式、生动的群众语言，引发强烈共鸣。

在一场场交流互动中，中央宣讲团把党的

二十大精神讲清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讲透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

寻常百姓家。

开展理论学习，接受思想洗礼，是共产党人

的必修课，更是开展党内集中教育的题中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历次集中教

育活动，都以思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

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新形势新任

务新挑战，把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

务，推动党内集中教育环环相扣、次第展开——

2013 年，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

不断加强理论武装，为解决实际问题增添精神

动力；

2015 年，“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在县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中开展，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中之重，让“严”“实”

成为终身习惯和自觉追求；

2016 年，“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党的思想

建设放在首位，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

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

2019 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理论学习有收获”

为首要目标，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在党员内心深处扎根；

2021 年，建党百年之际，以“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为明确要求，党史学习教育

引导全党同志回望历史来路、坚定历史自信、掌

握历史主动、不断开拓新局。

新时代以来，接续开展的 5次党内集中教育

层层推进，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始终，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吹

响凝心聚力的奋进号角。

越是重大历史关头，越要重视和抓紧学习。

5 年多前，党的十九大刚闭幕，向着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号召：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

全党来一个大学习。”

5 年后，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在新征程开

启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每当

党中央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我们就号召全党同

志加强学习，以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汇聚起攻

坚克难、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这是党的一条

成功经验。”

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3月 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开展

这次主题教育，总要求是“学思想、强党性、重实

践、建新功”，根本任务是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的强大力量。

广大党员干部将以此次主题教育为契机，

汲取不懈奋斗的源泉动力，增强学思践悟的政

治智慧，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防线，从而更有定

力、更有自信、更有智慧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上坚定不移走下去。

逐梦复兴的磅礴力量——
“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引领和
政治保障”

“咱们今天一起想想咋沿着总书记指的好

路子，结合村里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精准施策，

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绵延的武陵山下，青石板

铺就的院坝上，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党支部

书记施金通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学思想、论村

情、谋发展。

9年多前，正是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首提“精

准扶贫”重要理念，开启了这座深山苗寨的巨变。

如今，总书记关于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又成为大伙儿致富路上的“金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的干部要上

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

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

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

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

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

略环境。

置身于民族复兴的关键一程，面对着加速

演进的百年变局，推进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

唯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方能坚定信仰信念、

把握历史主动；唯有凝聚在真理的旗帜下，才能

不惧惊涛骇浪、坚定勇毅前行。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新时代新征程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根

本要求。

为学之先，须明方向。

巍巍秦岭，山静林幽。秦岭脚下的陕西省

西安市鄠邑区秦岭保护总站大厅内，“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标语分外醒目。

站在“数字秦岭”智慧管控平台前，负责人

王希琴监控着区域内 15个沿山峪口峪道的实时

画面，以便及时发现并处置乱搭乱建、乱砍滥

伐、乱捕乱猎等问题。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的根本大计。秦岭是中华民族的祖脉，保护好

秦岭就是我们的政治任务。”王希琴说，将和同

事们一起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以更自觉的行动当好“秦岭生态卫士”。

政治上的坚定，离不开理论上的清醒。

1938 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时指出，“首先是学

一个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

命纪念地时引用了这句话，深刻言明学习和弘

扬延安精神的精髓。

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就是要推动全党更加自

觉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

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期间重要

讲话精神、投身“卡脖子”难题攻关……从北京

回到工作岗位，全国人大代表、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单增海的日程安排得

满满当当。

“总书记在参加我们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

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

少制造业。”单增海表示，我们要按照总书记指

引的发展路径，加力提速关键技术攻关，让中国

起重机的世界地位越来越“重”。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全

在于运用。

“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

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前不久，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

研究的工作方案》引发广泛关注。

方案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紧紧围绕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高质量发

展，明确列出了 12个方面的重点调研内容。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

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就是要加强党的创新理

论掌握运用，将其运用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提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去，善于运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观察时代、把握时

代、引领时代，善于运用这一思想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取得新进展、新突破，善于运用这一思想解

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善于运

用这一思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善于运用这一

思想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为学之要，贵在自胜。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补足精神之“钙”，铸牢

思想之“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

包含着党治国理政的重大理论和方略，也贯穿

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境

界、作风操守的要求，蕴藏着深厚的真理力量、

实践力量、人格力量。

不断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引向深入，就是要推进党的自我革

命、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把自己的思想摆进去，

学习掌握党的创新理论关于坚定理想信念、提

升思想境界、加强党性锻炼的一系列要求，始终

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以统一的思想、坚定

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踏上新征

程、创造新伟业。

往昔已展千重锦，明朝更进百尺竿。

真理之光照耀，向上向前的力量喷薄于每

一寸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向着未来无限伸展。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日前，北京交通大学机电学院编排了原创话剧《中国机车先驱》，并作为学校“开学第一课”活
动正式公演。该话剧讲述了我国第一台大马力蒸汽机车设计及监造者应尚才教授抱定“技术救
国”宗旨，主持设计KF1蒸汽机车、培养铁路技术人才等人生轨迹，折射出老一辈科技专家炽热的
爱国情怀。

图为话剧《中国机车先驱》公演现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机 车 先 驱 科 教 报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