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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2日电 （记者钱

春弦）由中航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先

进涡桨通用支线飞机运－12F目前正式获得

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这是

我国民机制造的又一重大成果，对于进一步

提高国产民机的市场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运－12F飞机是中航工业哈飞瞄准国内

外市场需求，采用中国、美国最新适航标准研

制的新一代双发涡桨通用支线飞机。运－

12F飞机可广泛应用于客货运输、海洋监测、

空投伞降、航空摄影、地质勘探、人工降雨等。

据介绍，2005 年 10 月，运－12F 飞机项

目启动，当年完成了总体设计。2010 年 12

月成功首飞。2005 年、2006 年，中航工业哈

飞分别向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局

提交运－12F 飞机型号合格证申请书，并分

别于 2005 年和 2007 年获得正式受理。经过

完整的地面试验和 5年、911小时 16分、1247

架次的飞行验证，运－12F 飞机完成基本型

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申请适航验证工

作。与此同时，完成美国联邦航空局补充试

飞，进入持续适航文件审查阶段，向取得美

国联邦航空局的型号合格证迈出了坚实一

步，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制的通用飞机搏击国

际市场指日可待。

与世界同级别的竞争机型相比，运－

12F飞机在商载、航程、速度及综合效能等方

面优势明显。它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更大的

客舱容积、更大的商载、更快的速度、更远的

航程、单发能力强、高原适应好等卓越性能，

在飞机吨公里／小时运营成本指标上排名

第一，是竞争机型的 1.3倍至 2倍。

目前，中航工业哈飞已与国内外多家用

户签订确认和意向订单近 50架。

运－12F飞机获中国民航型号合格证

科技日报巴黎 12月 12日电
（记者李宏策）12 日，巴黎气候大

会（COP21）延时一天并进入最后

加时阶段，大会协议最终出炉。科

技日报记者在会场采访了多位气

候专家，在最后时刻，各国代表和

学者都对中国给予期望，并高度评

价中国在此次大会中发挥的作用。

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副主

席、世界气候学领域的著名学者、

气候变化研究方面的权威让·如泽

尔接受科技日报采访，并就中国代

表团在最后几天谈判中的角色问

题予以了积极回应。如泽尔表示，

中国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都

扮演着积极角色，特别是在建立德

班平台以来，中国在凝聚国际共

识，积极协助法国筹备巴黎气候大

会，在促进 COP21 达成重要成果

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比利时气候变化专家、欧盟负

责气候评估机制问题的顾问 Sar-

ah Kuen 对科技日报表示，中国的

作用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每五年一

次的盘点机制和透明度问题上，中

国对巴黎大会取得共识起到了关

键作用。

利马气候大会主席、秘鲁环境

部长比达尔向科技日报表示，中国

在近年的气候谈判中发挥了极为

重要作用，扮演了积极推动谈判进

程的关键角色。

在 12 日中午的全体大会上，

巴黎气候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宣布，

在 150 国首脑参加开幕式，并通过

各国代表两个星期的共同努力，大

会形成的最终成果是一个具有雄

心、平衡、公正、持久、动态和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他感谢近几

天和几夜来各国谈判代表的贡献，

感谢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在 4 年

来携手取得的巨大成就，并促成全

球气候变化谈判达成历史性共识，终结了哥本哈根的

挫折。巴黎气候大会协议明确了将 2020年后每年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作为基础并在此后逐步提高，包括制

定 2025年的新目标；建立每五年一次的盘点机制，并在

此基础更新自主减排目标；远期目标方面在本世纪末

将升温控制在 2摄氏度以下，并尽力向 1.5摄氏度努力。

195 国谈判代表自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2 日密集开

展双边、多边和全体性谈判与讨论，最终达成共 31页的

文本。共同但有区别责任、适应、损失和损害机制、资

金等发展中国家关切的问题在这一协议中得到了体

现。巴黎气候大会历史上首次将所有国家纳入减排进

程，并调动了全球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

的行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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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来不懈的创新和努力，成就了阿里巴巴和

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随着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日

益临近，“东道主”阿里巴巴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阿里巴巴成立之初的 1999 年，中国数千万中小企

业不仅面临资金短缺，难以打开市场销路的难题，销

售方面的信息更加封闭和缺乏。马云和他的团队喊

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从公司成立之初就以解

决中小企业这些迫切需求为目标，并确定其商业模式

中重要的准则：只做平台不自营。直到今日，无论是

B2B 的阿里巴巴国际站，1688 内贸平台还是 C2C 的淘

宝网，阿里巴巴只提供交易平台和其他交易工具撮合

交易成功。

对国内数以千万计无力搭建独立的 B2C 平台的中

小企业而言，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第三方巨型交易平

台无疑是最佳选择。

马云表示：“16年前，很多人看不懂阿里，现在仍然

没看懂。我们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我

们的生态系统帮助中小企业在融资上、在寻找客户上、

在解决物流问题上、在跨境贸易上提供更多的便利。”

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季度，阿里巴巴零售平

台完成近 2万亿交易额，全年预计将达约 3万亿人民币

交易额。

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交易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宽

带、云计算、IT 外包、网络第三方支付、网络营销、网

店运营、物流快递、咨询服务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发

展，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兴产业，加快了信息和数

据在商业、工业、农业中的渗透速度，极大地改变了

我国消费行为、企业形态和社会创造价值的方式，有

效地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协作、大幅激

发创新、提升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了社会资

源的配置效率，深刻地影响了生产、流通、交换、消费

环节，并为零售业、制造业、物流业等传统行业带来

了革命性的突破。

更为重要的是，电子商务还直接催生了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的云计算产业。在这一领域，阿里巴巴今年

实现了多项世界级技术创新：全球最大规模混合云架

构、全球首个核心交易系统上云、1000公里外交易支付

“异地多活”、全球首个应用在金融业务的分布式关系

数据库 OceanBase。阿里巴巴希望将这些世界顶尖的

技术向外输出成为普惠科技。

在阿里巴巴发展的 16 年中，中国的互联网行业经

历了高峰和低谷，也有很多如门户网站、网络游戏等业

务方向诱惑着阿里巴巴，但阿里巴巴始终定位于电子

商务服务平台，也正是这种坚持让阿里巴巴大获成功。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2日电）

阿里巴巴:让买卖双方方便找到彼此
本报记者 陈 杰

有着“国家级物联网产业示范基地”称号的杭州高新

区，正在谋求物联网格局之变：打造一流的“物联网小镇”。

“物联网小镇”位于杭州高新区（滨江）东部，与萧山

区接壤，总规划面积 3.66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积 1.5

平方公里。建设目标是成为国际一流的物联网产业小

镇和应用示范区，产业定位为主攻物联网产业，同时大

力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物联网基础性支

撑产业。

2015 年 12 月中旬，科技日报记者走进正在建设中

的杭州“物联网小镇”。

物联网小镇内的海康威视总部（二期）、吉桥科

技、正 泰 量 测、智 慧 e 谷、芯 图 科 技 等 5 个 项 目 已 于

2015 年投入使用；聚光科技（二期）、中威电子、和仁科

技等 5 个项目在建，将于 2016 年建成投用；世茂智慧

之门、海康威视（三期）等 12 个项目已经开工建设或即

将开工建设……杭州高新区大手笔打造“物联网小镇”，

3年将投入 50多个亿。

作为一个信息产业领域的特色小镇，这里已集聚了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物联网产业龙头骨干企业。以

海康威视领衔的数字安防产品市场份额全国第一，已落

户上市公司 7 家，还将在三年内引进信息智慧企业 100

家，集聚信息产业领域创新人才 2.5万人，培育新上市企

业 2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5 家，2017 年物联网产业产值

500亿元、税收 40亿元，2017年旅游参观人数 30万人。

物联网小镇主要依托杭州高新区（滨江）现有的网

络信息技术产业基础，遵循“政企联动、市场运作、产城

融合、主题突出”原则，采取“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的建

设模式。

未来将以 280 米双子塔世茂智慧之门物联网企业

总部大楼为地标核心，布局感知之轴城市绿带，感知之

轴的户外空间将融合最新的物联网科技，让游客能有智

慧生活各类体验，同时，户外空间与智慧 e谷展厅、企业

展厅的室内智慧科技前沿成果参观相结合，形成具有物

联网小镇特色的科技旅游线路，也可作为学生科普教育

基地，推广普及智慧科技与高新产业文化。

建设中的小镇智慧之门呼之欲出。280 米的“智慧

之门”双子塔是机场高速出入杭州主城的门户。登上大

楼顶部可以俯瞰整个小镇乃至滨江科技新城的全貌，奥

体博览城、钱江新城尽收眼底。

依托小镇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创新创业年轻人才集

聚的氛围，在重点项目上安排了 10 万方、6.8 万方两个

物联网产业众创空间和孵化器，已经设立了物联网产业

知识产权运营基金，集聚了一批创投机构，将进一步引

进集聚一批创新创业年轻人才。到 2017 年，物联网产

业销售收入突破 500亿元，集聚企业 100家，建设孵化空

间 41.1万平方米，集聚物联网研发人才 2.5万人。

来杭州“物联网小镇”打开“智慧之门”
本报记者 宦建新

经过两周艰苦的谈判，当地时

间 12 月 12 日中午 13∶30，巴黎协

议文案终于出台了。这比原定时

间拖延了半天。截至记者发稿时，

大会依然在举行闭门会议，对文案

进行最后表决。

长期升温控制目标一直是谈

判争执的焦点之一。新的文案在

各方争议的 2 摄氏度和 1.5 摄氏度

之间选择了折中方案：“与前工业

时代相比，控制全球平均升温远低

于 2 摄氏度，并努力将升温控制在

1.5摄氏度。”

除了温度控制，文案还提到，

应朝向低碳和气候适应的未来目

标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应在

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零排

放。

在谈判倒计时两天时，美欧、

非洲和加勒比太平洋国家等结成

“雄心联盟（High Ambitions Co-

liation)”，以寻求一个在长期目标、

减排的评议机制等问题上强有力

的协议，但这个结盟公布后，欧美

却因为没有在资金等问题上展现

足够的“雄心”而受到批评。看来

“雄心”和现实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零排放”可能吗？

今年的 G7 峰会上，各国领导

人表示到本世纪末全球应该逐步

淘汰化石燃料。到 2050 年，全球

的碳排放量应比 2010 年降低 40%

至 70%。

甚至连石油输出大国沙特阿

拉伯石油部长也在一次会议上表

态，到本世纪中叶沙特将逐渐淘汰

化石燃料。

似乎“完全淘汰化石能源”并非

遥不可及的目标。这真的可能吗？

“如果把淘汰化石能源作为全

人类共同努力的长期目标，并非天

方夜谭。”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

环境所研究员陈迎在回答科技日

报记者疑问时这样解释，“不过本

世纪末温室气体零排放也不表示

百分之百淘汰化石能源。”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周

大地也认为，实现零排放，一个途

径是完全使用非化石能源，一个途

径是进行碳捕捉和封存。现在大

家对于路径还没有共识。但既然确定了零排放的愿景，

至少”不能有太多化石能源”这一点是肯定的，高碳的化

石能源会先退出去。

“如果可以大规模应用碳捕捉和碳封存技术，一些

化石能源还可以维持。但要往地下灌几十亿吨二氧化

碳，目前的技术还不成熟。”周大地说，碳封存技术走出

一两个示范工程的阶段，还需要很多努力。

但不论是百分之百“去碳化”还是零排放“碳封存”，

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能源转型是个大趋势。

世界共识——减少化石能源

巴黎大会期间，环保组织 350.org 发布报告，汇总

了全球商家不再投资化石能源的承诺：去年 9 月，不

再投资的额度是 5000 亿美元；今年 9 月，不再投资的

额度是 2.7 亿美元；而截至今年 12 月 2 日则达到了 3.4

万亿美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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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特别策划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徐玢）2015年天

象“压轴大戏”即将上演。12 月 15 日凌晨，双子座流星

雨将达到极大。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可

观测到。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双子座流星雨以流

星亮、流量稳定著称，是冬季天文爱好者必然守候的天

象。每年 12 月初它开始进入活跃期，12 月中旬达到极

大后迅速衰减谢幕。根据国际流星组织预报，今年双

子座流星雨的极大时间为 12 月 15 日凌晨 2 时，每小时

天顶流量在 100 颗以上。“今年双子座流星雨的观测条

件堪称完美。”北京天文馆的李昕说，14 日为农历初

四，当晚的娥眉月很早就会落下。而且在我国大多数

地方，流星雨极大时辐射点已经接近天顶，非常适合观

看流星。“考虑到天气因素的影响，13 日夜间至 14 日凌

晨也值得爱好星空的公众守候。”

亮流星多, 流星呈现白、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

使双子座流星雨成为一年中最绚烂的流星雨。天文专

家表示，由于不能预计流星会从哪里出现，观测流星雨

时目光不宜一直盯着辐射点观测，也不宜使用望远镜，

而是肉眼直接观测流星雨。欣赏流星雨需要寻找一个

视野宽阔，遮挡物少，且光污染较小的地方。

2015天象“压轴大戏”15日上演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2日电（记者胡兆珀）首个由

中国企业和美国《科学》杂志联合设立的“博雅·科学干

细胞与再生医学杰出贡献奖”（简称博雅·科学奖）12日

在京宣布。博雅控股集团董事长许晓椿博士、《科学》

杂志社国际协作、运营与出版总监比尔·莫兰代表社长

肯特·安德森先生一起为这一奖项揭幕。

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曹雪涛院士在发布会上指

出，最近 5 年来，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越来越多的原创成果走向世界。“博雅·科学奖”的

设立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影响力。

“博雅·科学奖”是全球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首个

重要奖项。自 2016年起，博雅控股集团每年将支持《科

学》杂志在世界范围内评选一名 45岁以下、在干细胞和

再生医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和取得重要成果的中青年

学者，及若干名鼓励奖。奖项将重点关注干细胞技术及

临床应用、肿瘤的细胞治疗等方面的研究进展。《科学》

杂志选择中国博雅控股集团作为合作方是看重博雅在

生命科学领域的影响力和在行业内的积极贡献。

中国企业联合《科学》设立博雅·科学奖

12月12日，在法国巴黎北郊的布尔歇展览中心，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全会主席台上的嘉宾起立鼓掌。 新华社记者 周磊摄

新华社巴黎12月 12日电 （记者唐志强 张晓茹）
法国外交部长、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法比尤斯当地

时间 12 日下午向气候谈判各方提供了巴黎气候协议

“最终案文”，期望该案文能获得各方认可，并在当天晚

些时候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

上通过。

这份协议案文共有 12 页，列有 29 个大条目，其中

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透明度、

总体盘点等内容。除核心协议外，法比尤斯还提供了

19 页的大会决议案文，为巴黎协议的具体落实和相关

细节做出安排。

气候协议“最终案文”显示，各方把“全球平均气温

升高幅度需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作为目标，并为把升

温幅度控制在 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2020年后，各国

将以“自主贡献”的方式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

发达国家将继续带头减排，并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

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帮助后者适应气候变化。

为解决各国“自主贡献”力度不足以实现控温目标

等问题，从 2020 年后，每 5 年将有一次全球应对气候变

化总体盘点，以帮助各国提高行动力度。

与法比尤斯之前提供的两版案文不同，这份“最终

案文”中已没有任何表示各方分歧的括号和不同选

项。不过，这不意味着各方已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

法比尤斯说，希望各方对这份案文进行研究，于当

地时间 15 时 45 分（北京时间 22 时 45 分）开会，进行“一

系列后续程序”。

他表示，如果大家都不做任何妥协，谈判就不会有

结果。巴黎气候协议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可以帮助

实现全球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达成协议对整个世界和

各个国家都有好处。

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恳请各方通过这份气候协

议。他说，从各国利益出发，这份协议并不完美，但对

全球行动而言则意味着成功。2015 年 12 月 12 日将被

写入历史，成为对全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

联 合 国 秘 书 长 潘 基 文 也 要 求 各 方 在 谈 判 最 后

阶段继续展现妥协精神。他说，为全球利益而行动

是服务本国利益的最好方式。过去的谈判很艰难，

但目的地就在眼前，希望大家一起完成使命。他期

待 当 天 晚 些 时 候 与 大 家 一 起 庆 祝 巴 黎 气 候 协 议 的

达成。

巴黎气候协议“最终案文”发布
案文提出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