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给2个单位授予荣

誉称号，签署通令给4个单位、15名个人记功。

授予 77656 部队“高原戍边模范营”荣

誉称号，授予海军 372 潜艇“践行强军目标

模范艇”荣誉称号。

给在完成任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 66114

部队记一等功，给在战斗力建设中取得突出

成绩的 91515 部队、94669 部队、96261 部队

记二等功。

给 63620 部队一室研究员陈德明记一

等功，给海军工程大学舰船工程系舰船性能

教研室原教授董文才、61786 部队原研究员

方平追记一等功。

给海军工程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指挥信

息系统工程教研室教授李敬辉，海军工程大

学训练部模拟仿真中心教授张晓峰，海军航

空工程学院信息融合研究所副所长、教授王

国宏，92857 部队副部队长、研究员庄亚平，

92537 部队某室研究员王虹斌，空军工程大

学科研部装备发展与运用研究中心教授柏

鹏，95899部队某所高级工程师侯建，空军空

降 兵 学 院 空 降 作 战 研 究 所 教 授 张 道 炽 ，

96658 部队 203 分队研究员杨光松，96658 部

队 204 分队研究员陈晓峰，61486 部队 21 分

队研究员孙正明，原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

内科主任韩雅玲记三等功。

习近平签署命令给2个单位授予荣誉称号
通令给 4个单位、15名个人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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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能源汽车的

财政补贴政策，近期将

有所调整。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副司长宋秋玲的发言，让

连听 5 个报告的与会者

打起了精神。在 8 月 21

日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

会夏季论坛现场，“安全”

和“政策”这两个代表新

能源汽车发展动向的关

键词，吸引不少人前来。

“财政普惠政策对

培育新能源汽车初级市

场是行之有效的，也是

国际通行做法，但长期

执行企业容易患上政策

依赖症、软骨病，缺乏技

术开发和产品升级的动

力和压力，行业容易出

现低水平的盲目扩张。”

宋秋玲说，今年初，媒体

报道个别企业试图通过

发布虚假推广数量信息

等手段骗取财政补贴，

对新能源汽车行业造成

严重影响，针对新形势、

新问题，急需财政政策

进行调整。

“去年国家多种政策

的叠加效应充分体现，电

动 汽 车 呈 现 爆 发 式 增

长。新能源汽车超过当

年汽车产销量的1.5%，这

表明国家鼓励和支持政

策已趋完善，并得到大多

数 试 点 城 市 的 积 极 响

应。”中国电动汽车百人

会理事长陈清泰说，电动

技术逐渐被消费者接受，

潜在消费人群在增长。

但这个总体由政策驱动

的市场，它的不可持续性

已经显现。从今年起，国

家补贴政策开始退坡。

陈清泰坦言，我国电

动汽车正面临两方面挑战。第一，政府补贴政策进入退坡

通道，电动汽车性价比提高的进程，能不能跟上政策退坡

的进程，并在退坡的周期逐渐走上主要依托市场自行发展

的道路，成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成败的关键。第二，国际

汽车巨头开始在电动汽车方面发力，意欲将中国发展为其

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市场。能否改写我国燃油车发展的历

史，使我国电动汽车在开放条件下实现技术自立，并建立

起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政府和企业必须思考的问题。

“迎接挑战的关键是进一步突破核心技术，实质性地

提高我国电动汽车的竞争力。”陈清泰提醒，“如果某些重

要的核心技术没有进一步突破，电动汽车将始终受到半

途而废的威胁。企业必须审慎预估政策退坡之后与燃油

车抗衡的情景，理性配置研发和产能扩建的投入。”

那么，补贴政策退坡，发展势头正好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是否会受影响？

宋秋玲表示，在提高技术门槛的基础上，财政部将

配合工信部提高财政补贴政策，对促进技术进步、支持

规范守信的企业会起到激励作用，在保持 2016—2020

补贴方案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不断提高进入推荐车型目

录的企业和产品的门槛。

“使技术先进、市场认可度高的产品能够获得财政补

贴。”宋秋玲称，财政补贴政策的调整还将体现在完善补贴

标准，健全监管体系，建立市场化的发展机制等方面。其

中，补贴标准应在弥补成本差价和促进技术创新上实现基

本平衡，“下一步将配合工信部等加快建立相关制度，确保

财政补贴政策退出后新能源汽车扶持的力度不断档”。

在陈清泰看来，我国电动汽车正从产业发展的导入

期走向成长期，相应地，电动汽车发展动力已到了由政

策驱动向创新、政策双驱动的转型期。购车补贴的退

坡，确切地说是政府支持政策向促进创新的转型。“在购

车、补贴逐步递减的同时，政府应在研发环节加大支持

力度，集中资源支持在动力电池、核心零部件、电控技

术、轻量化、智能化等方面突破技术瓶颈。”

（科技日报郑州8月21日电）

新
能
源
汽
车
将
告
别
普
惠
式
补
贴

产
业
发
展
由
政
策
驱
动
向
创
新
、政
策
双
驱
动
转
型

本
报
记
者

刘

垠

依然是一头长直发，依然是近乎素颜，80后女作家

郝景芳登台，发表获奖感言：科幻作家很喜欢把所有的

可能性都考虑到，不管好坏，是幸运还是不幸。

北京时间 8 月 21 日上午，第 74 届雨果奖颁奖典礼

在美国举行。这一奖项，被比作“科幻艺术界的诺贝

尔”。中国科幻作家郝景芳以一篇《北京折叠》（Fold-

ing Beijing），摘得“最佳中短篇小说奖”。媒体给出的

标题很“默契”——刘慈欣之后，郝景芳再获雨果奖。

要引起国外关注，最重要的
不是得奖

飞往美国之前，郝景芳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

专访。她笑着说，她会抱着“半粉丝”的心态去参加

这场科幻嘉年华。她还想找几个自己的偶像，要到

签名。

能否得奖，郝景芳觉得无所谓。“中短篇小说奖”入

围作品一共 5 篇，每篇都有 1/5 的得奖可能。郝景芳觉

得，自己只是个不知名的中国作家，没什么粉丝基础，

所以，“得奖概率不会超过 1/5”。

但中国科幻能再拿下一个雨果奖奖杯，似乎总能

有些特别意味。郝景芳倒并不想赋予它过多的分量：

“去年刘慈欣拿奖，已经说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科幻的

认可。今年雨果奖前的专题研讨，也有关于中国科幻

的议题。”郝景芳认为，要提升国外对中国科幻的关注，

最重要的不是拿奖，而是“持续性”：持续性地有作品产

出，持续性地有作者被国际科幻界关注。

“奖项能增加你短期内的关注度，但不会增加人们

对你长期的认可度。对作者、对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郝景芳说。

《北京折叠》，一个有关不平
等的故事
《北京折叠》入围雨果奖之后，至少在国内，郝景芳

收获的关注度确实直线上升。

她本身就有一份漂亮的人生履历：在清华大学读

了天体物理学，然后又在清华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她的科幻小说也有些特别，可以说，并不那么“科

幻”。此次获奖的《北京折叠》，描述了一个空间可以翻

折的北京。处在三个空间的人，在这片土地上轮流生

活，阶级和阶级之间在物理上完全隔离。

这是一个有关不平等的故事，而郝景芳被“不平

等”问题困扰很久。她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写人

类数千年来如何与不平等作战，可是败下阵来。

郝景芳喜欢设计制度，每篇科幻小说，都是她的头

脑实验。她制定出一套规则，构建出一个社会，然后去

想象、去推演制度下人的情感与命运。“《北京折叠》其

实是一部长篇的引子。接下来，我会写这些角色之间

的故事，写他们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下转第三版）

今天除了郎平，另一个中国女人也被世界关注
80后女科幻作家郝景芳继刘慈欣之后再获雨果奖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科技日报郑州 8 月 21 日电
（记者刘垠）21日，以“安全保障 创

新引领”为主题的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夏季论坛召开。科技部副部

长阴和俊透露，科技部在“十三五”

期间将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技术

创新发展，目标是到 2020 年建立

完善的电动汽车动力系统科技体

系和产业链，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作为低碳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的最佳平台，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重要载体。阴和

俊表示，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

研发和产业化取得重大进展，技术

创新获得显著进步，产业化进程处

于引领地位。具体表现在增程技

术取得重要进展，关键零部件技术

获较大突破。同时，公共技术平台

初步建成，建立起较完善的新能源

汽车标准体系，基本能满足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需求。

2016 年 1—6 月，全国新能源

汽车累计产销量均超过 17 万辆，

较 2015 年同期大幅提高。然而，

在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过程

中，暴露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

足、车辆安全隐患增加等问题。

“其中安全问题亟须解决。特

别是近一年来，电动汽车安全事故

呈现上升趋势，除少部分低水平的

新能源汽车产品进入市场的原因

外，也有因自身安全防护性不足、

充电和运营监控防护不够等导致

的安全事故。”阴和俊说，新能源汽

车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需整车与

动力电池以及基础设施各方面共

同努力，加强整个系统工程技术的

完善与提升，建立有效的运营安全

及充电监控保障体系。

阴和俊介绍，从 2015 年下半

年起，科技部联合财政部、工信部

等组织实施“十三五”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新能源汽车试点专项，从

基础科学问题、共性核心关键、动

力系统技术、集成开发与示范四

个层次，重点对动力电池与电池

的管理系统、电机驱动与电力电

池总成、电动汽车智能化、燃料电

池动力系统、插电增程式混合动

力系统、纯电动系统六个方向进

行研发部署，以完善我国新能源

汽车研发体系，升级新能源汽车

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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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21日电（记者申明）21日，格力

电器自主研发的百万千瓦级核电设备在珠海进行了科

技成果鉴定。现场专家一致认为，百万千瓦级核电风

冷螺杆式冷水机组整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

中环境温度-40℃工况下制冷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百万千瓦级核电水冷离心式冷水机组（变频）整体

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永磁电机变频技术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

格力自主研发的两款核电机组都属于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并且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值得一提的是，

百万千瓦级核电风冷螺杆式冷水机组和水冷离心式冷

水机组（变频）均是各自技术领域的全球首台机组，不

仅刷新了中国造中央空调技术高度，更占据了中央空

调全球制高点。

制冷设备作为核电工程的关键配套设备，之前一

直被外资品牌所垄断。作为核岛项目中 VWS 系统

（中央冷冻水系统）的核心关键设备，制冷设备既要为

核岛发热设备提供冷却能量、保证核电站安全连续生

产，又要为工作人员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因此

对其设计和工艺要求也更为复杂和苛刻。与普通机

组使用寿命 25—30 年相比，核电专用机组运行寿命则

要求高达 60 年。

由于核电机组的性能试验及整机测试台认证均需

满足美国 ARI 标准和国内 CAP1400 的配套要求，且抗

地震、抗台风、高可靠性、高防腐性能、低能耗、低噪音

等每一项要求都高于其他民用、商用领域的要求，所以

目 前 国 内 外 品 牌 中 尚 没 有 能 够 同 时 提 供 满 足

CAP1000/CAP1400 项目中所要求的风冷螺杆式和水

冷离心式冷水机组的厂家。

此次鉴定的另一台机组——百万千瓦级核电水冷

离心式冷水机组（变频），拥有 15 项专利。现场专家一

致认为，格力自主研发的变频离心机组填补了国内空

白，在压缩机双级压缩技术、高压大功率变频系统、大

功率高转速的永磁同步电机、高效可靠换热器设计等

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和创新，其中永磁同步变频离心技

术更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格力两款核电制冷设备获“国际先进”认定

里约奥运会即将落幕。中国体育健儿为祖国全力拼搏，赢得了世人的掌声。
在里约，中国代表团基本完成任务。面对挑战，年轻的中国选手迎难而上，奋勇前行。以中国女排为代表的优秀运动员们，在逆境时不气馁，在压力下敢拼搏，真情流

露，自信洒脱，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奋勇顽强的优良传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热血担当的时代风貌。
8月20日，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子排球决赛中，中国队以3比1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冠军。
图为中国女排队员在颁奖仪式后合影。 新华社记者 李尕摄

里约奥运会接近尾声，巴西后奥运经济时代场馆

如何利用再受关注。事实上，在经历了十几天的热闹

之后，奥运会前投入巨资兴建的大量场馆该怎样发现

和利用它的长久价值，一直是各奥运会主办国面临的

共同难题。

“北京奥运会后场馆的利用，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

高度赞扬，也得到了国际体育界的认可。”北京奥运城

市发展促进会副会长蒋效愚在北京奥运会开幕 8 周年

纪念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如何根据 2008年北京

奥运场馆赛后利用经验进行 2022 冬奥会场馆设计开

发？近日，北京冬奥组委邀请有关专家对奥运场馆可

持续利用问题进行了点评与解读。

北京奥运会后场馆利用广受认可

坐落于京城中轴线北端的国家体育场（鸟巢），

2008 年精彩上演了无与伦比的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

还同时承担了田径比赛、男子足球决赛等赛事活动。

按照规划，2022 年冬奥会开闭幕式以及冬奥会百年庆

典也都将在这里举行。

“自 2008 年 10 月北京奥运会后开放运营至去年年

底，鸟巢累计接待中外游客超过 2600万人次；举办各类

赛演活动 240 余场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型活动 110 余

场次；鸟巢内部商业空间已全面规划开发，利用其知识

产权开发特许产品 20 多个大类 700 余个品种。鸟巢旅

游服务、大型活动、商业开发等年营业收入约 2亿元，实

现了多元化经营和可持续性发展。”鸟巢总经理助理李

质群对记者说。

“总体来说，北京这近百个场馆赛后利用的情况

还是很好的：鸟巢、水立方、五棵松体育中心这些大型

综合性场馆赛后利用率非常高，一年 365 天有 80％以

上的时间都在举办各种各样的体育和文化活动。再

比如用于主新闻中心的国家会议中心，每年的活动在

400 场以上，这样的利用率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名列前

茅的……”北京 2022 年冬奥组委的桂琳女士告诉记

者。她参与了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场馆的总体规划和

部分场馆的规划设计，现在同样参与 2022 年冬奥会所

有场馆的规划设计。

据了解，承担了 2008 年奥运会很多比赛项目的各

个大学的体育馆，现在不仅成为学校各种体育比赛和

训练的场地，还多功能使用，成为各种演出、毕业典礼

等的活动场所。原本就使用率较高的现有场馆，比如

英东游泳馆等，2008年奥运会后则恢复原有用途，继续

开放给大众使用……

（下转第三版）

2022冬奥会场馆如何设计建设
——专家点评后奥运时代场馆可持续利用

本报记者 刘晓军

8月 21 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四季冰场上少
年冰球班在进行训练。 陈晓东/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