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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国
家统计局18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 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投入总量突破 3 万
亿元，达到 30782.9 亿元，迈上新
台阶；比上年增长 10.1%，延续较
快增长势头。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
张启龙表示，按不变价计算，2022
年，我国 R&D 经费比上年增长
7.7%，高于“十四五”发展规划“全
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 7%
以上”的目标。我国 R&D 经费
从 1万亿元提高到 2万亿元用时
8年，从 2万亿元提高到 3万亿元
仅用时 4 年，充分体现了近年来
我国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成效。

从投入强度看，2022年我国
R&D 经费投入强度（R&D 经费
与GDP之比）为2.54%，比上年提
高 0.11个百分点，提升幅度为近
10年来第二高。R&D经费投入
强度水平在世界上位列第13位。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主体地
位进一步巩固，重点领域投入持
续扩大。2022 年，企业对 R&D

经费增长的贡献达到 84%，比上
年 提 升 4.6 个 百 分 点 ，是 拉 动
R&D经费增长的主要力量；占全
国R&D经费的比重为 77.6%，比
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

基础研究投入取得新突破，
占比延续上升势头。2022年，基
础研究经费增速比R&D经费快
1.3 个百分点，继续保持较快增
长；总量首次突破 2000 亿元，规
模位列世界第二位；占 R&D 经
费比重达到 6.57%，延续上升势
头。

张启龙表示，总的来看，2022
年我国R&D经费总量和基础研
究投入双双迈上新台阶。下阶
段，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 R&D
经费多元化投入机制，加大财政
经费支持力度，拓展研发支出税
费减免等其他方面政策成效，完
善直接融资、引导基金等金融支
持 体 系 ， 鼓 励 地 方 持 续 加 大
R&D 投入。另一方面，要聚焦
对关键技术和重点领域的精准支
持，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和成果转
化投入，着力提高资金利用效
能。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财
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18日对外发
布公告称，为进一步鼓励企业研
发创新，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工
业母机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将
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根据公告，集成电路企业和
工业母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
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
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
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 2023 年 1
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

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20%在税
前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
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220%
在税前摊销。

公告指出，上述所称集成电
路企业是指国家鼓励的集成电路
生产、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
试企业。工业母机企业是指生产
销售符合《先进工业母机产品基
本标准》产品的企业，具体适用条
件和企业清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
务总局等部门制定。

我国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9 月 1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电力现
货市场基本规则（试行）》（以下简
称《基本规则》），这是构建全国统
一电力市场体系的重要文件，也
是我国首次发布此类文件。

据介绍，《基本规则》主要规
范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与运营，
包括日前、日内和实时电能量交
易，以及现货与中长期、电网企业
代理购电等方面的统筹衔接，从
而构建起“能涨能降”的市场价格
机制。

从电力现货市场的建设路径
上，《基本规则》明确，近期将重点
推进省间、省（区、市）或区域市场
建设，推动新能源、新型主体、各
类用户平等参与电力交易。

值得一提的是，《基本规则》

扩大了市场准入范围，将储能、虚
拟电厂等新型主体纳入市场交
易。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基本规则》将有序推动新能
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以市场方
式促进新能源优先消纳，实现新
能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
协同消纳。

国家能源局法制和体制改革
司副司长梁志鹏表示：《基本规
则》发布后，将指导、推动各地区
更好地有序规范开展电力现货交
易，做好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
辅助服务交易的衔接，形成协同
运行的市场机制，使电力市场的
体系更加完善，功能更加齐备，对
电力保供、安全运行、绿色转型将
发挥更好的作用。 据央视网

首个电力现货市场基本规则发布
进一步构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上海市
前8个月进出口
创同期历史新高

上海海关 9 月 18 日公布，
今年前 8 个月，上海市进出口
总值 2.79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
年同期增长 3.6%，较 2021年同
期增长 8.4%，创同期历史新
高。

上海海关统计显示，前 8
个月，上海市有进出口实绩外
贸 企 业 5.4 万 家 ，同 比 增 加
5.7%。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
8597.5亿元，同比增长9.6%，占
全市进出口总值的 30.8%；国
有企业进出口 2778.1 亿元，同
比增长9.7%，占比为10%。

前 8 个 月 ，上 海 市 出 口
1.14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进
口1.65万亿元，同比增长2.8%。

出口领域，前 8个月，上海
市出口机电产品 7867.5 亿元，
同比增长 8.6%，占全市出口总
值的 69.1%。其中，以电动载人
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为代
表的新兴商品出口，同比分别
增长 98%、90%、30%，合计拉动
上海市出口总体增速 5.1 个百
分点；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
15.7% ，船 舶 出 口 同 比 增 长
39.3%。

进口领域，前 8个月，上海
市进口消费品 3764.7 亿元，同
比增长 10.4%，占全市进口总
值的 22.8%，同比提高 1.6个百
分点。其中，干鲜瓜果及坚果、
食用油、医疗保健品、首饰、钟
表进口，同比分别增长 15.2%、
34.1%、30.7%、60.6%、23.1%。

前 8 个月，上海市以铁矿
砂、煤炭、天然气为代表的大宗
资源类商品进口也保持较为活
跃态势，进口金额同比分别增
长17.3%、20.8%、8.1%。

据新华社

9月 17日，在 2023 全球能
源转型高层论坛氢能绿色高质
量发展论坛上，中国产业发展
促进会氢能分会编写的《国际
氢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2023》（以下简称 《报告》）
正式发布。《报告》预计，未
来 10 年 是 我 国 氢 能 产 业 的

“黄金发展期”，预计到 2030
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制氢新建
投资规模将达到 3750 亿元，
绿氢产能接近副产氢。

《报告》指出，截至 2022
年 12 月，全球新增电解水制
氢装机量约 0.9吉瓦，累计装
机量约 1.4吉瓦，为 2021年的
2.8 倍，其中，中国和欧洲分
别贡献了总装机量的约40%和
30%。预计到2023年全球新增
电解水制氢装机量和累计装机
量将分别达到4.1吉瓦和5.5吉
瓦，较 2022 年分别实现 455%
和393%的增幅。

根据 《报告》，我国氢能
产业发展顶层设计日渐完善，
截至 2022 年 12 月，全国已有
30 个省级行政区域将氢能发
展纳入“十四五”规划，69
个地级市、县、区明确提出要
发展氢能相关产业，到 2025
年各地氢能规划产值总额已接
近万亿元。

绿氢是全球氢能发展重
点。《报告》指出，目前，全
球已公布的绿氢项目数量约
680个，规划装机量累计超过
460 吉瓦。在净零排放场景
下，2030 年全球电解水制氢
装机量将达到 720吉瓦。对于
我国而言，《报告》表示，截
至 2022 年，我国已建成和规
划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达 410

万吨/年，2022 年全年电解水
制氢项目有 52 个，其中风电
光伏一体化项目 21 个，占比
约为 40%。预计到 2030 年，
我 国 氢 气 年 均 供 应 量 将 达
4800 万吨，其中电解水制氢
供应量约为 1100万吨/年，占
比约为23%。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氢能
产业技术快速发展，氢能需求
也将逐渐扩大。《报告》 预
计，到 2030 年，全球对氢的
需求将超过 1.5亿吨；到 2050
年，全球氢能需求较 2022 年
将增长10倍。

在交通领域，《报告》 显
示，截至 2022 年底，全球已
累计推广燃料电池汽车 72000
余辆，集中于欧盟、东亚和北
美市场。在交通应用快速推广
的背景下，根据《报告》，截
至 2022 年底，全球共建成加
氢站 1024 座，主要分布于中
国、日本、德国、美国和韩
国，预计到 2030 年全球加氢
站数量将超过4500座。

此外，《报告》 指出，随
着电解水制“绿氢”的发展与
氢能多样化应用的融合，电力
多 元 化 应 用 “Power to X”
模式成为促进全球能源绿色转
型的重要方向。根据目前拟在
建项目，预计到 2030 年，电
力多元化转换总装机将超过
1100 万千瓦。从化工领域用
氢企业产量来看，据不完全统
计，我国 2022 年合成氨产量
约为 6000 万吨、合成甲醇产
量约 8100 万吨，其氢气需求
量 分 别 达 到 约 1059 万 吨 、
1012 万吨，绿氢替代潜力巨
大。 据人民网

《国际氢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研究报告2023》：

氢能迎来10年黄金发展期
绿氢产业有望“大显身手”

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万亿元
重点领域投入持续扩大

中欧班列（郑州）开行十年以来，发货量逐步增大，车次不断增多，从每周“单趟对开”到如今每周最
高往返34列，业务范围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境内外合作伙伴达到6000多家。目前，中欧班列
（郑州）已累计开行超8000列，成为河南省“陆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载体，助力中原内陆省份打造开放
新高地。图为郑州北站编组场。 新华社发

■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