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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绿成金”激活民间碳交易

首个市场化小微碳汇交易平台满月

供给京津冀地区

首条“西氢东送”管道纳入国家规划

日前，中国石化“西氢东送”输氢管道示范工程被纳
入《石油天然气“全国一张网”建设实施方案》，标志着我
国氢气长距离输送管道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石化“西
氢东送”管道起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终点位于
北京市的燕山石化，全长 400多公里，是我国首条跨省
区、大规模、长距离的纯氢输送管道。管道建成后，所输
绿氢将用于替代京津冀地区现有的化石能源制氢，大大
缓解我国绿氢供需错配的状况，对今后我国跨区域氢气
输送管网建设具有战略性示范引领作用，助力我国能源
转型升级。

据了解，绿氢是指通过风能、光能等可再生能源制造而
成的氢气，被视为最具发展潜力的清洁能源之一。“西氢东
送”管道规划经过内蒙古、河北、北京等3省（区市）9个县
区。管道一期运力10万吨/年，预留50万吨/年的远期提升
潜力。同时，将在沿线多地预留端口，便于接入潜在氢源。
未来，将依托“西氢东送”管道建设支线及加氢母站，积极助
力京津冀地区实现“双碳”目标。

本报记者 袁诚

■本报记者 胡萌伟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河西区内江路和崇
江道交口的陈塘科技商务区3号地，地块内
的4栋单体已全部封顶。春日明媚的阳光
下，大楼玻璃幕墙宛如湖面，波光粼粼。作为
中交集团和绿城集团联合在天津投资建设的
最大总部经济项目，这里将于今年下半年正
式投入使用。

陈塘科技商务区3号地块项目占地面积
2.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8万平方米，包
含地上4栋单体工程和地下车库，供中交京
津冀区域总部、中交系上下游和关联企业，河
西区相关单位办公使用，并对外招商，吸引其
他企业入驻。其中1号楼为地上23层写字
楼，2号楼为4层商业楼，3号楼为16层写字
楼，4号楼为19层写字楼和6层裙房。

眼下，4号楼整体已经完成竣工备案，1、
3号楼处于施工收尾阶段，2号楼正进行精
装、机电施工。项目建设已进入冲击阶段，

“计划5月完成剩余工程，6月底完成竣工备
案，具备使用条件。”中交京津冀总部基地项
目公司总经理、绿城中国天津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刘士敏说。

2018年中交京津冀区域总部落户天津
以来，已带来了积极的辐射作用——数十家
系统内企业新设和迁入，推动金融、投资、科
研、城市基础设施等相关产业在天津深耕。

中交京津冀区域总部大楼即将建成投
用，更给刘士敏带来了十足的信心。“企业之
间的合作交流将更加便利，大家优势互补，深
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同推进京津冀区
域市场开发。搬过来后，我们也想和天津市
有更多交流机会，加大对天津的投资，促进天
津经济繁荣。”

据了解，未来河西区还将和中交京津冀
区域总部联合打造以总部大楼为载体的陈塘
科创园，吸引更多的科技企业、设计企业，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服务，在陈塘“园中
园”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2中国汽车金融行业发展报告》在津发布

汽车金融公司零售贷款投放超5600亿元

银行 厂商汽车金融 融资租赁新车借款人年龄分布图

本报讯（记者 袁诚）近日，由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主编的《2022中国汽车金融行业发
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津发布。作为
汽车金融行业的标志性文献和最新成果，
《报告》成为了解我国汽车金融市场动向的
重要窗口。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25家汽
车金融公司全年实现零售汽车贷款投放
655.44万笔（辆），发放零售贷款金额5647.2
亿元。随着大众消费心理的调整和消费群
体年轻化，国内汽车消费金融渗透率达到
55%。围绕汽车产业，天津已形成较为完备
的汽车金融生态体系。
汽车产业是天津打造的12条重点产业

链之一。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产业承
载地，也是天津汽车产业的主承载区和国

家级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经开区整车
产量占天津总产量90%以上，聚集了以一
汽、上汽、吉利、长城、小鹏、北汽等为代表
的汽车主机厂，并拥有汽车金融公司、产业
基金、商业保理、融资租赁、互联网出行、无
车承运等各类型金融及服务类机构，打造
了以汽车金融为主的汽车服务产业生态
圈。我国第一家民营资本为主的汽车金融
公司天津长城滨银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便落
户于此，目前贷款用户超过150万户，合作
伙伴逾2100家。
近年来，汽车销售的持续增加带来不断

增长的汽车金融需求。《报告》指出，我国汽
车金融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随着汽车金
融市场潜力逐步释放，行业吸引着银行、整

车厂及第三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持续关注，
市场参与者对汽车金融加大资金投入和战
略布局。银行方面，包括四大行、股份制银
行、城商行等以直接开展业务或者合作的方
式加速进入市场；汽车整车厂通过设立汽车
金融公司或与其他机构合作方式，加大汽车
金融投入；还有大批汽车融资租赁机构不断
“攻城略地”。

总体来看，汽车金融公司、银行、融资租
赁公司及互联网平台是我国汽车金融市场
的主要参与主体。《报告》显示，汽车金融公
司占据汽车金融市场的半壁江山，是行业最
大参与者；商业银行是行业中的第二大参与
者，约占30%；融资租赁公司、互联网平台等
其他机构约占比20%。

随着对汽车金融产品灵活性要求更高
的“90后”“00后”成长为汽车消费市场的主
力群体，融资租赁发展潜力巨大。《报告》显
示，截至2022年末，国内已有近30家汽车主
机厂设立融资租赁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已经
越来越成为汽车主机厂的标配。京津冀地
区分布着大量融资租赁公司，以汽车租赁方
式开展业务，可以较好地减轻消费者或企业
的购车负担。在国内租赁业聚集地天津滨
海新区，汽车租赁资产规模约2000亿元，位
居全国前列。
从我国购车消费者用户画像来看，新

一代消费群体正逐步成长为购车主力军。
《报告》分析，我国汽车金融用户主力客群
集中在 25 岁至 35 岁之间，占比达到 40%
左右。该客群在融资租赁、二手车、新能源
汽车金融业务上的人数占比远高于新车汽
车贷款业务，说明年轻一代对新型业务形
态的接受度更高。据百融行研究中心统
计，近一年来，广东省、河北省、江苏省位列
全国汽车金融申请量前三；从风险画像来
看，近一年来，内蒙古、宁夏等中西部地区
的汽车金融用户风险相对较高；浙江、上
海、江苏、京津冀等经济发达地区高风险客
户占比相对较低。
未来趋势方面，《报告》认为，汽车金融

的重点将逐渐从卡车市场转移到乘用车市
场。近些年，全国乘用车市场的批发渗透
率不断加强，2019年到2020年的渗透率还
在6%左右徘徊，而2021年便提升到16%，到
2022年4月更是拉升到30%左右。同时，新
能源汽车成为汽车金融市场新增长点，预
计2023年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有望突
破30%，带来新一波强劲的汽车金融需求。
此外，随着全面取消二手车迁入限制等政
策落地，二手车金融快速发展，推动我国汽
车金融市场“蛋糕”越做来越大，行业发展
空间巨大。

■本报记者 宁广靖

2个月前，一则“天津市宁河区首批‘乡
村CEO’上任”的新闻把岳振胜从直播间的
聚光灯下，推到了各家媒体的录音笔前。“你
可想好了，拿着‘农村职业经理人’的聘书，
接受了这么多的采访，干不好脸面可就不好
看了。”妻子在微信里发来的这句话，岳振胜
到现在还留着。
两轮面试，从59人中选出3人。面试题

具体到“工作中如果村民不配合，你怎么
办”？足见村里对这个职位寄予厚望，岳振
胜自己也感到了肩上的重任。
“首批”意味着这个职位在宁河以前从没

有过，没有可参考的样本。那他要做什么？怎
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不能摸着石头过河。
再加上，在这三个当选的农村职业经理人中，
岳振胜的年纪最大，已经47岁了。他有资源、
有渠道、也有自己的事业，在这些基础上要是
还当不好这个“CEO”，实在说过不去。
接到聘书那天，岳振胜一宿没睡觉。他

趴在台灯下写了足足3页纸，只有一个主
题：这活儿怎么干？最后，密密麻麻的草稿
下面，留了一行小字：“不能让任凤庄村的乡
亲们失望。”

果然还是碰上了

正式上岗的第一天，岳振胜来到任凤庄
村。村民看着这个打扮时髦但眼生的男人，走
上前来问：“你是干嘛的？”岳振胜说，“来帮着
村里干点事。”村民们上下打量他，嬉笑着走开

了。这一阵嬉笑，让岳振胜想起了面试时的那
道考题，他心想：果然还是碰上了。“推进工作，
要先取得村民的信任。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让
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岳振胜说。
岳振胜是地道的宁河人。当初宁河区

廉庄镇木头窝村、七里海镇任凤庄村和板
桥镇盆罐村三个村都在招聘农村职业经理
人，任凤庄村是他自己选的。岳振胜说，村
里农产品丰富，而自己有电商直播的经验
和渠道资源，他可以帮村里把农产品更好
地推向市场。
任凤庄村位于宁河七里海镇正北方，

地处津芦台路北侧，紧临七里海生态湿地
核心区，青龙湾故道沿村而过。村里现有
农户约1190户，村民约4000人。这里土地
肥沃，有6000余亩耕地，种植以水稻、玉米
粮食作物为主，辅助种植葡萄、枣、桃等水
果；稻田养蟹等生态农业有500余亩；鱼、
虾、蟹等水产养殖水域面积达1540余亩。
岳振胜搞过养殖、种过菜，在电商风口

期成立了公司，在网上销售大米和螃蟹。
生意好的时候，一天仅大米的订单就有近
9000单，光打包的工人达60余人。后来，
他又开始做起直播带货，卖大米、萝卜、西
红柿、螃蟹、鱼虾等农产品。去年，岳振胜
传统电商的销售额约1300万元，直播带货
销售额近2000万元，其中60%的订单都卖
到了周边的北京和河北省。“据我观察，北
京的订单以水果、蔬菜居多，其中萝卜约
30%的订单都来自北京；河北省的订单大多
是鱼、虾、蟹等水产品。”他说，“任凤庄村有

农产品，我有销售渠道，争取打出销路，把
品牌立起来。”

把发展的“钥匙”留下

这几天，岳振胜忙着跟河北省和北京的
企业对接。由于农产品保鲜期短，从运输距
离上看，卖到京津冀地区最合适。他在河北
省有下游客户，也有物流合作商。“咱这个村
儿离唐山近，我之前在唐山有三个物流转运
点，最近我要再去趟唐山，为村里以后的发
展预预热。”他告诉记者，最近的忙碌程度赶
上了刚开始干直播带货的那阵儿。有时，光
北京，他一天能就跑两个来回。前些天，他
一个礼拜去了3趟河北省。
岳振胜在创业路上摸爬滚打了20多年，

经历过挫折，也遭遇过失败。刚做直播不久，
他囤的1000多万元的水果、蔬菜因为疫情影
响，物流停滞损失惨重。“那次赔了几百万元，
差点儿没缓过来。”回忆起那时的困境他说
道。或许正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帮
别人“撑把伞”。“乡村振兴，先要让乡亲们有事
干，有钱赚。我想帮乡亲们把渠道打开，少走
弯路，把发展的‘钥匙’交给他们。”他说。
目前，岳振胜已经在村里组织了好几场

“一对一”的主播培训，培养有潜力的主播，
努力把地里的收成通过直播间推向全国。
“当这些新人主播们看到收益后，就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业。当流量积累到
一定程度，就可以把粉丝邀请过来，体验我
们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进而带动乡
村旅游业的发展。”岳振胜说。

“乡村CEO”岳振胜

当好“农村职业经理人”

日前，国内首个市场化小微碳汇交易平台“CNS碳汇
宝”在津运行满月，吸引了水稻、竹林、茶园等20多个碳汇
项目线上申报。“CNS碳汇宝”平台旨在利用市场化机制
激活民间碳交易，推动小微农林主体从碳汇交易中获得
可量化的经济收益，助力实现“点绿成金”。
“目前国内农林碳汇项目单体体量大、开发成本高、周

期长、交易买卖信用难以掌握，我们突破传统碳资产开发交
易思维，为碳汇规模小、权属清晰的自愿减排项目提供碳中
和项目申报等服务。”“CNS碳汇宝”平台运营方中钢科德
孵化器（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于蛟告诉记者，传统农林碳
汇项目开发一般需要一年左右时间，而“CNS碳汇宝”平台
线上操作，专业人才储备较丰富，且单个项目较小，项目开
发最快3个月可以完成。从体量上看，传统农林碳汇项目
开发一般是10万亩以上的大型农林资源开发，而“CNS碳
汇宝”平台侧重小微农林主体100亩至1万亩规模的项目，
为其提供绿色变现机会。
“我们能够为京津冀企业及机构提供碳足迹、碳核

查、双碳培训等全方位双碳咨询服务。平台所产生的碳
指标也可用于三地企业自愿减排中和。目前，平台在京
津冀地区已有河北省盐碱地水稻项目等多个碳汇项目储
备。”于蛟说。
据了解，“CNS碳汇宝”平台的一大亮点在于对企业和

个人均开放交易入口，企业可以购买指标，中和生产经营中
产生的碳排放；个人也可在平台上购买指标，中和日常生活
中产生的碳排放，是非控排企业、机构及个人等参与碳市场
的重要通道。此外，“CNS碳汇宝”平台评估产生的碳汇项
目收益80%归农林所有者，10%用于平台的日常维护和运
营，同时会提取交易额的10%用于公益造林，推动各行业绿
色低碳发展。

本报记者 袁诚

本报讯（记者 郝一萍）近日，由天津工业
大学省部共建分离膜与膜过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中国海洋学会海水淡化与水再利用分会
青年专家委员会共同承办的“第七届全国膜
技术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津举行，全国膜技术
专家共同探讨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

据了解，天津工业大学始终将膜技术作为
学校“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致力于京津
冀地区膜技术进步和膜产业发展，多年来在该
领域培养了大批科研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才。
天津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陈莉对记者表示，截
至目前，该校在京津冀地区落地转化的膜技术
成果已超过150项，希望以此次峰会为契机，引
领创新突破，助力新材料产业繁荣发展。

去年6月，天津工业大学与沧州市政府
合作共建的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以下
简称“沧州研究院”）也迎来新进展。沧州研
究院新注册海派特膜科技等5家公司，涉及
膜材料、膜应用和新能源领域，其技术已经在
水处理、超级电容器、工业废氢纯化利用等场
景开展应用。同时，沧州研究院还申报建立
了河北省高新天工工业医院，为相关产业升
级提供技术支持。
“继首批7个项目签约入驻后，我们又引进

了11个项目，研究方向进一步扩展到智能材料
的现代纺织工艺、新能源储能设备的材料领
域。今年，我们将进一步探索成果转化运行机
制，打造京津冀膜技术的创新高地以及膜产业
聚集区。”沧州研究院院长魏俊富说。

企查查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京津
冀新注册膜材料相关企业716家，同比大幅
增加383.8%。截至目前，京津冀现存膜材料
相关企业达到3270家。

推动京津冀成果落地转化

全国膜技术青年科学家峰会举行

双城故事

京津冀超低能耗建筑

产业联盟大会举行

近日，由天津建院联合主办的京津冀超低能耗建筑产
业联盟大会在津举行。会议围绕新形势下建筑低碳、供
热制冷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聚焦低碳、节能、环保、
可再生能源等话题，搭建产业服务平台，力推新技术、新
产品应用。

据了解，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其建
筑节能工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推广超低能耗工作取
得了明显成效。会上，京津冀行业权威专家对超低能耗
建筑政策体系、技术体系、标准体系、发展现状与趋势、机
遇与挑战及产品助力等进行了全方位解读。为加强联盟
成员单位的交流和技术进步、共同推动超低能耗建筑的
规模化高质量发展，联盟将在会员单位中征集优秀的超
低能耗建筑技术、产品和项目，并对优秀案例进行多渠道
宣传推广。

京津冀超低能耗建筑产业联盟成立于2018年，是在
京津冀三地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倡导下，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支持下，由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天津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北省
建筑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科研、高校、开发、设计、咨询、施
工、材料设备供应等超低能耗建筑上下游产业链的优秀企
业共同发起成立的公益性组织。多年来，联盟在整合三地
产业资源、带动全产业链发展、推动超低能耗建筑技术进
步、统一京津冀三地超低能耗建筑标准等方面，在三地超低
能耗建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陈璠

三地保供主力军

供暖季供气32亿立方米

日前，历时145天的天津市2022—2023年供暖季正式
结束。作为冬季能源保供的主力军，位于天津经开区南港
工业区的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天津LNG接收站（以下简
称“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此轮供暖季共接卸LNG运
输船33艘次，液态天然气234万吨，气化外输天然气32亿
立方米，高质量完成天然气保供任务。

为全力保障能源供应，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提前制
定专项接船方案，发挥双泊位接卸优势，落实“一船一案”针
对性措施，严格执行作业方案。同时，聚力打安全生产与能
源保供组合拳，切实提升岗位安全工作水平，高效、安全地
保障了京津冀地区居民用能稳定。

本报记者 袁诚

中交京津冀区域总部落户天津以来，承担区域内增量发展平台功能。截至目前，中交集

团在津已完成签约1460亿元投资合同额，重点落地了海河柳林设计之都核心区PPP项目、

河西陈塘中交总部基地等一系列重大项目。 照片由陈塘科技商务区3号地块项目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