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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 

工信部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

出到 2025 年，初步建立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制定 200 项以上碳达

峰急需标准，重点制定基础通用、温室气体核算、低碳技术与装备等领域标准，

为工业领域开展碳评估、降低碳排放等提供技术支撑。到 2030 年，形成较为完

善的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协同降碳、碳排放管理、低碳评

价类标准，实现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标准全覆盖，支撑工业领域碳排放全面达峰，

标准化工作重点逐步向碳中和目标转变。 

关于印发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

组织和专业机构： 

   为切实发挥标准对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工业和信息化

部依据《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工业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等，组织编制了《工

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行

业、本领域实际，在标准化工作中贯彻执行。（工信微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2024年 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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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工作 

2024 年协会工作思路、建设发展目标及重点工作安排 

（一）总体工作思路 

2024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

征程的重要一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石化

行业转型升级的新趋势和新要求，协会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和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上来，切实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重点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供给侧改革”这一中

心任务，努力提升业务能力，积极参与相关政策、规划、标准制修订，为企业创

造更加公平和宽松的政策环境。努力提升服务水平，引导和推动电石企业进行节

能降碳、安全环保改造升级，提升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水平。努力提升协调能力，

搭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行业技术创新平台，加快提升全行业研发能力和技术成

果转化能力，开发电石-乙炔下游新用途和新产品，稳定和扩大电石消费，争取

为我国电石行业由大向强跨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建设发展目标 

2024年，协会将在做好政府和企业服务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一

是开拓业务领域。在摸清石灰氮和氰胺、醋酸乙烯和聚乙烯醇等下游行业情况的

基础上，组织石灰氮-氰胺专委会积极开展活动，组建醋酸乙烯-聚乙烯醇专委会，

邀请更多企业加入协会大家庭，并围绕政策和标准制修订、行业信息共享、新技

术和新装备交流等开展工作，进一步扩大协会业务覆盖范围和行业影响力。二是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按照《中国电石工业协会人才培养计划》提出的方向和目标，

加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逐步提升协会工作人员薪资水平，加强人

才引进和培养，争取 2024 年招聘 1-2 名化工相关专业的高素质人才加入协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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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提升协会整体业务水平，打造一支满足协会自身发展需要，符合我国电石行

业转型升级方向的、老中青相结合的人才队伍。三是努力提高服务能力。增强工

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协调能力，加强与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地方政府和

行业主管部门，重点电石企业及配套服务企业的联络沟通，争取更多政府购买服

务和企业咨询服务项目，合理合规增加收入，实现收支总体基本平衡。 

（三）重点工作安排 

1、进一步做好党建工作，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学习 

一是全面贯彻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定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党的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等党的重大活

动精神，结合电石行业与协会工作实际进行深入讨论，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觉悟

和政治站位，加强党对协会、对电石行业的全面领导，将党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

到行业发展各方面。二是进一步加强党组织对协会工作的领导。严格遵循协会重

点工作先经过支部党员大会讨论通过再报秘书长办公会和理事会的基本原则，充

分发挥党组织对政策和标准制修订、重要会议的组织召开等业务活动，以及人事、

财务、资产管理等工作的领导作用。三是加强思想政治学习，每月安排 1次集中

学习，学习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2 个小时，同时建立学习管理制度，做到“学习有

计划、读书有笔记、集中研讨有记录、学习情况有通报，经验体会有交流”。 

2、加强《电石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指南》的宣贯 

利用各种媒介和行业性会议深入宣贯《指南》提出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

重点任务，扩大《指南》影响力和覆盖面，凝聚行业共识，明确发展方向。协助

政府部门加强全国电石产能总量控制，同时参与电石产能置换政策制定工作并争

取尽快颁布实施。争取到 2025年将电石产能控制在 4000万吨以内，开工率提升

至 80%以上，将单位电石产品平均综合能耗降低到 900 公斤标准煤/吨电石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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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耗低于 823 公斤标准煤/吨电石的产能比重提高到 30%以上。 

3、加强政策、标准的研究与制修订 

积极参与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等部委组

织的政策研究、制修订与宣贯落实，积极反映行业实际情况和企业诉求，为行业

争取合理宽松的政策环境。一是协助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开展电石企业申报规范

准入的相关工作，加强《规范条件》宣贯，让更多电石企业认识到申报规范准入

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引导先进电石企业积极主动参与申报工作，在行业内形成先

进带动落后的良好氛围。二是配合国家能标委、石化联合会做好电石能耗国家标

准宣贯工作，让标准更好发挥扶优劣汰的推动作用。三是做好相关团体标准的编

制与发布工作。完成《密闭电石炉技术规范》《电石企业安全检修规范》《电石炉

气干法净化装置技术规范》《电石用立式烘干装置技术规范》等团标的编制与发

布。加强《电石用氧化钙》《电石用兰炭》等已发布团标的宣贯，引导企业开展

对标达标，帮助企业查找生产运行和管理等方面的差距，充分发挥标准对于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4、引导企业开展节能降碳技术改造 

搭建企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信息平台，加强节能降碳相关技术及配套设备的

宣传和推广，帮助电石企业和技术设备供应商深化项目合作，提高全行业资源和

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减少二氧化碳产生和排放。重点是电石

炉气净化灰密闭输送与无害化处置、炉气生物发酵法制乙醇、炉气化学合成法制

乙二醇、炉气余热回收利用、炉体高效保温材料等技术和配套装备。在全面开展

行业调研、组织专家深入论证的基础上，适时召开行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现场会，

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树立典型企业标杆。 

5、推动新工艺和新装备的研发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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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加强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热解球团、氧热法、电磁法等电石生产新

工艺，及电石显热回收利用等新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在热解球团工艺工业化示

范装置建成投产的基础上，召开专家论证会和现场推广会，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到

电石生产新工艺的研发与产业化中来。组织成立“乙炔下游新产品技术研发联盟”，

鼓励有条件的电石企业与相关院所、院校、技术供应商深入开展技术合作，开发

经济可行的乙炔制化学品新工艺，推动电石下游多元化发展。进一步加强石灰氮

应用研究，充分挖掘其作为肥料和农药的市场潜力。 

6、着力提升行业本质安全水平 

引导企业采用自动出炉机、料面处理机、电极入炉长度自动监测、电极糊柱

在线测量等自动化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和本质安全水平。鼓励配套设备企业开展

新一代电石用机器人的开发和改造升级工作，进一步提升机器人的智能化水平，

同时降低制造成本，让更多电石企业用得起。帮助更多电石企业开展安全指导服

务，为企业查找重大安全隐患，降低安全生产风险。引导企业深入实施责任关怀，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行业绿色发展新形象。 

7、努力做好行业经济运行监测 

做好电石企业生产运营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工作，尝试建立产量、价格、成本

等重点数据网络直报系统，健全行业数据库。尝试建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对于

电石价格等重点指标的走势进行预判。加强产能退出和拟在建项目等信息的收集

与整理，做好产能预警等重大信息发布。完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对行业发

展中趋势性问题的研究和预判，及时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行业问题和企业诉求，

向企业反馈行业最新动态。（选自《中国电石工业协会 2023 年工作总结及 2024

年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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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信息 

近期国内电石市场状况 

1、电石市场综述： 

本月国内电石市场呈现先下跌后小幅回弹的走势，但整体来看各区

域出厂报价及下游主流接收价格均出现明显的下跌幅度，市场上利空因

素占主导，月内各区域价格调整情况来看，主流出厂报价乌盟地区累计

下调 100 元/吨，乌海、宁夏地区下调 50 元/吨，下游主流接收价格各区

域累计下调 75-150 元/吨。各区域价格下行原因具体来看： 

节前价格下跌为主，一方面市场处于供多需少的局面。临近春节供

应端市场上整体货源供应比较充足，而下游企业备货基本结束，且临近

春节部分下游企业降负减产，刚需采购量有减少情况，价格不断下调。

另一方面运输不畅。临近假期，物流公司放假过节，加之部分地区雨雪

天气再添利空，市场上运输车辆减少明显，物流情况紧张影响企业出货，

而临近假期部分厂家有降低库存的行为，出现下调报价的行为，同时运

输紧张也影响下游到货情况，下游观望心态较重；到节前 2-3 天的时段，

市场上报价心态不积极，价格相对持稳运行。 

春节期间国内电石市场整体呈现差异化运行，各区域价格调整心态

各异，出厂报价个别地区下调，部分地区下游接收价格连续两次下调。

随着春节假期临近尾声，司机陆续到岗，运输紧张情况得到缓解，下游

到货情况出现好转，待卸车辆增加，下游库存压力增加，导致采购积极

性有所下降，多数地区采购价格陆续下调。 

节后市场整体呈现先跌后小幅上涨的态势。首先春节后物流公司虽

陆续开工，但雨雪天气对运输方面再次形成影响，企业出货受阻，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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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期间有积累的库存，故厂家下调出厂报价，下游到货呈现区域性差异，

但由于前期下游有库存及待卸车，故运输方面对需求端影响整体比较有

限，市场观望情绪较重。 

随后部分电石主产地区出现短暂的电力供应不稳定情况，宁夏地区

装置开始降负荷，出厂报价出现小幅上调的情况，弥补前期部分跌幅，

随后乌海地区也出现跟涨行为。整体来看月内供需双方变化频繁，对市

场影响利空利好交替，而成本端原料兰炭市场运行虽比较稳定，但企业

亏损较重，市场整体弱稳运行，对电石市场成本端支撑力度不足。 

截止 2 月 28 日电石出厂价格：乌海地区 2750 元/吨，乌盟地区 2905

元 /吨，宁夏地区 2750 元 /吨。电石接收价格：河北地区接货价格在

3140-3150 元/吨，河南地区接货价格在 3100 元/吨，山东地区接货价格

在 3130-3300 元/吨，东北地区接货价格在 3220-3280 元/吨，四川地区

川内价格在 3285-3320 元/吨，山西地区自提价格在 2700-2800 元/吨，

陕西地区外购府谷/内蒙电石到厂执行 2800-2900 元/吨。 

2、电石后市预测： 

首先成本端来看，目前原料兰炭市场运行相对稳定，但企业依旧处于

亏损阶段，企业降负比较明显，这对兰炭市场形成一定支撑，进而电石

成本端支撑相对比较稳定。但后期随着取暖季的结束，煤价或有下降预

期，这间接对电石成本端支撑或存减弱的预期。供应端来看一方面 3 月

份部分地区装置有前期降负装置恢复的预期，但同时也有少数装置也有

检修计划，供应量或呈现区域性变化，另一方面后期临近春季检修，电

力检修及电石装置本身检修或均有增加情况，另外电力检修供应不稳定

或导致电石装置开工将出现进一步的下降，这对价格或形成一定支撑。

需求端来看，3 月份下游 PVC 企业及 BDO 企业均有计划检修的装置，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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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装置数量均比较少，且后期随着春季的到来，需求端会有一定复苏，

整体后期需求端我们会抱有一定的预期，或对市场形成一定支撑。运输

方面来看，随着天气的转好，前期道路运输受阻的情况将鲜有发生，运

输效率较 2 月份整体会有所提升，货源流通或比较顺畅。综合来看，3 月

份市场或整体有上涨预期，市场上出现利好提振。 

近期国内 BDO 行业动态 

近日，由东华科技所属中化学东华天业生产的 108 吨 PBT 产品从天津港

整装发出销往海外，标志着中化学东华天业外贸出口实现“零突破”。实现

“零突破”，东华天业 PBT 产品销往海外。 

►东景生物 2 月 22 日上午 11:00 在交易平台竞价销售 42 吨 BDO，起拍

价 9500 元/吨承兑送到。原价全部成交。部分企业公布 BDO 最新竞拍价格。 

►宇新股份 2024 年 2 月 2 日成功完成总部搬迁，正在新材料产业园建

设轻烃综合利用项目一期和项目二期。顺利搬迁！BDO等在建项目稳步推进。 

►新疆曙光绿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4.6万吨 PTMEG项目进入环境评估阶

段。曙光绿华年产 4.6 万吨 PTMEG 项目最新进展。 

►镇江新纳环保材料有限公司 60000 吨/年有机溶剂 NMP 回收利用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6 万吨/年有机溶剂 NMP 回收利用扩建项

目环评公示。 

►中化学东华天业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50 万吨 PBAT 及配套项目一期年产

10 万吨 PBAT 工程变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获批复。10 万吨 PBAT 项

目环评报告书获批。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520343&idx=1&sn=38b96c68d355ec6eaa4a4cdcecbf3407&chksm=cec21f3df9b5962b467f91ade2feafb6630e9862d4d151f5d3863ca02c781487e9d47f065eb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520343&idx=1&sn=38b96c68d355ec6eaa4a4cdcecbf3407&chksm=cec21f3df9b5962b467f91ade2feafb6630e9862d4d151f5d3863ca02c781487e9d47f065eb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520320&idx=1&sn=feccad9809faee3bc0a5f1cd4a241059&chksm=cec21f2af9b5963c732f5cb482762e6b1e61f5de1fdc888a613a9f7e7e48ccd79d7bfac56973&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520296&idx=1&sn=8b53f84434156c5fb32af2d96a90312c&chksm=cec21f42f9b59654dc384fbedaa603d5e462802e9a1945cf3ef61de8c7fb446bf9642cb7b117&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520343&idx=2&sn=597491960272e8387c5a698f0a5156af&chksm=cec21f3df9b5962bca8af084f56d94c0933b0d89798d1bdc2c2a984a94a76ea2d9ff04ad09b1&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520320&idx=2&sn=2f0444cc9d53b5fd4fc2ae8b03d17d3a&chksm=cec21f2af9b5963c286b9e8be3347cdea0974cb99f1590a79e41a2576ad672934cc62634369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520320&idx=2&sn=2f0444cc9d53b5fd4fc2ae8b03d17d3a&chksm=cec21f2af9b5963c286b9e8be3347cdea0974cb99f1590a79e41a2576ad672934cc626343699&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520219&idx=2&sn=ed132593a65fee46965919e85b56e15b&chksm=cec200b1f9b589a7a5f67b6b4d5a3b54189c42db99d266e08fea472513fddaa93c5f4556c208&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g3NTQ4NTcwMQ==&mid=2247520219&idx=2&sn=ed132593a65fee46965919e85b56e15b&chksm=cec200b1f9b589a7a5f67b6b4d5a3b54189c42db99d266e08fea472513fddaa93c5f4556c208&scene=21#wechat_redirect


12 

 

科技创新 

“数智工厂”里的新质生产力 

新疆中泰矿冶 

新质生产力，新在新的科学技术、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形态，核心

要义是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近年来，发展分化、优胜劣

汰愈发明显，缺乏技术含量的过剩生产力、重复生产力、低效生产力被市场

清出，代表技术进步的数字生产力、智能生产力、绿色生产力迅速壮大。近

日，记者走进中泰矿冶，记录这座“数智工厂”里的新质生产力。 

“中泰矿冶当前配备了智能生产系统，应用大数据、信息化技术，将相

关参数输入系统，进行虚拟比较，系统能够结合当前企业实际情况，准确预

算出成本与变化的数值，指导我们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中泰矿冶生产技

术处处长栾会东向记者介绍。中泰矿冶当前正在使用的智慧运营 MOM 系统可

以汇集整个园区的信息化系统数据，打破信息壁垒，建立涵盖生产数据日报、

周报、无人地磅管理系统、草料二维码系统等功能的数据驾驶舱，形成管理、

制造、运营三分鼎足之势，结合帆软报表的开发，实现电脑、手机 APP 双端

无缝衔接、信息共享，增强了全员降本增效意识，为中泰矿冶统筹调控生产

与经营提供决策依据。 

眼下，中泰矿冶正开足马力，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企业发展所需的电石等

原材料。得益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成功应用，中泰矿冶的生产实现了全流程

智能协同优化，生产成本大大降低，产品质量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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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在中泰矿冶，选择什么原料、如何制

定加工产品等与生产效益、生产目标息息相关的决策，均可借助数智系统的

“分析”找到最优答案。 

近年来，中泰矿冶通过建立各类预测及优化模型，打造了生产全流程优

化平台，不断提高生产各环节实时感知能力、机理分析能力、模型预测能力、

优化协同能力，劳动生产率由此提高了 10%以上，产品质量保持 100%合格率，

加工损失率、运行成本、能耗分别降低 0.09%、2.2%和 2%。 

“新增加的模块与大家的工作息息相关，希望大家能够贴合工作实际建

言献策……”当记者到中泰矿冶电石厂时，厂长助理冯建军正在组织各生产

系统召开智慧安全管控平台二期新增模块的会议。他告诉记者，当前中泰矿

冶联合开发的智慧安全管控平台已经完成了一期建设，先后完成了双重预防

管理、危险性作业管理、安全生产责任制、承包商管理、重大危险源管理、

职业健康管理、培训教育等 20 个模块的开发与应用。二期预计 10 个模块目

前也正在按计划推进中。 

智慧安全管控平台将所有安全生产数据进行宏观实时展示，可随时通过

选择目标进行信息查看。还具有异常数据预警功能，可以对现场危险性作业

进行实时监控，对隐患治理动态实时跟踪，全面提升了现场安全管控水平。

同时中泰矿冶基于数字孪生技术自主研发了“智慧孪生工厂全过程管控项

目”，能够通过三维画面将数据进行高效融合，准确直观显示生产运行状态

及设备构造。当装置发生异常状况时，可以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帮助操作人员

快速查找问题根源，避免出现“故障判断靠经验”的老旧落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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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矿冶还致力于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作为企业各管理要

素有机融合的重要手段和协同交互的重要支撑，畅通数据共享，促进管理和

业务变革。”中泰矿冶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贺力海表示。 

近年来，中泰矿冶从经营管理、生产运行、安全环保、设备管理、IT 基

础设施等各业务领域开展数智工厂建设，配套出台了企业级智能工厂标准规

范体系，先后打造了智慧党建平台、智慧安全管理平台、智慧工会系统、智

慧班组建设系统、智慧运营 MOM 系统、智能控制系统、智慧设备管理系统、

三维可视化智能仓库建设、智慧教育平台等十大智慧平台，构建起装置数字

化、网络高速化、数据标准化、应用集成化、感知实时化的智能工厂架构，

生产数据自动采集率达 95%，设备自动化、半自动化控制率达 50%以上，探

索出了一条适合电石行业的数智化转型之路，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行业资讯 

君正振声电石 3 个“1+1”开展高风险作业安全专项治理 

2 月份，振声电石梳理了工作中涉及频繁的高风险作业项目并制定完成

多项安全管控措施，强化安全生产工作，夯实安全管理基础。 

行为观察+“目视管理”，改变员工行为 

安全行为观察是一种主动辨识不安全行为、预防事故的工作方法，而

“目视化”是“一眼即知”的管理。 

在安全行为观察方面，振声电石各级管理人员在安全行动计划中增加了

高风险作业的安全行为观察项目，通过行为观察及时制止高风险作业过程中

存在的不安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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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视化管理方面，振声电石做出了诸多改善：电石炉二层等高风险区

域设置“安全红区”，明确准入条件，不满足条件，严禁任何人进入；特殊

区域张贴专项安全风险告知、注意事项及禁令条款，确保作业人作业前能够

进一步确认风险；环斗检修作业人员、卷扬操作工、单梁吊操作工内部培训

合格后，发放上岗证并张贴在安全帽上。 

通过行为观察，强化目视化管理的方式改变员工的行为、态度，从而建

立起良好的安全文化，实现事故预防，借以推动自主管理、自我控制，减少

由于人的行为引起的事故发生。 

增加管控+“防护升级”，提高安全管控 

2 月 5 日开始，管理人员通过调阅视频监控，检查中夜班进行的吹氧、

处理料面、测电极等高风险作业，调阅视频监控及工艺曲线进行措施验证检

查，并及时公布违章作业视频。打盲板、煤气系统动火、布料器密封垫更换

等重点高风险作业，明确安全责任承包管理人员，掌握作业信息，检查作业

过程安全措施执行情况。同时，针对高风险作业项目采取如下两项举措： 

进行本质化改造减少作业频次。例如，原生产污水取样作业，存在坠落

风险，现在管道加装取样阀彻底消除此项作业风险。 

升级个人防护。例如，环斗检修作业配置便携长管式呼吸器，避免发生

因炉压波动造成煤气外溢、作业人员中毒事故发生。 

定位系统+“语音提示”，防控安全风险 

通过人员定位系统，对高风险作业区域设置电子围栏，严格控制作业人

数并监控作业人员运行轨迹——当进入高风险区域的作业人员长时间处于

静止状态立即进行报警，有效防控人员现场作业和特殊作业中的事故风险，

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针对煤气系统作业区域，振声电石将固定一氧化碳探测器设置语音报警

提示。例如，电石炉净化过滤器区域，一旦发生一氧化碳超标情况，及时发

出“煤气超标立即撤离”的报警语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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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石行业存在较多高风险作业项目，振声电石将持续扎实开展高风险作

业安全专项治理工作，确保企业安全发展。供稿：李顺（君正集团） 

全球发展十大挑战 

挑战一：地区冲突多点爆发，长期化、外溢化趋势加剧 

当前，俄乌冲突延宕，巴以冲突扩大蔓延，苏丹、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

尔、也门、叙利亚、阿富汗、缅甸、海地等多国深陷人道主义危机，与恐怖袭击、

社会动荡等联动风险上升。联合国预计 2024年将有近 3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

其中 1.3亿人为难民，超 240 万难民需要重新安置。援助需求持续增长且随时面

临援助通道封锁将成为常态。 

挑战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全球贸易低迷 

2024年，金融条件陷入数十年来最紧缩阶段。世界银行悲观预测全球经济面

临又一个“失去的十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筹措面临更大压力。从需求看，

新冠疫情疤痕效应犹存，疫后经济复苏压力叠加气候危机、地缘冲突等多重挑战，

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需求激增。而从供给看，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

内顾倾向增强，极易导致国际发展问题偏焦。发展中国家债务脆弱性进一步挤压

了新借贷空间和发展机会，导致发展融资缺口弥合缓慢，南北发展差距持续加大。 

挑战三：气候变化带来的系统性影响持续深化 

科学家预计 2024 年将比气温创纪录的 2023 年更热，极易引发极端天气、自然灾

害、粮食危机、流离失所等一系列发展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的医疗系统、灾害应

对条件和治理能力在多重挑战下则凸显脆弱性。 

挑战四：贫困问题形势严峻 

世界银行行预计，到 2024 年底，约 2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将比新冠疫情前更

加贫困。全球粮食价格在 2023 年下半年已呈现上涨迹象，在非洲、南亚和西亚

尤为明显，2024 年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将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并使贫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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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一步恶化。 

挑战五：“全球选举年”，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上升 

2024年，全球范围内将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选举，援助或成为政客们打

出的关键一牌，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将进一步影响国际发展格局。 

挑战六：“全球南方”利益结盟面临挑战 

金砖扩容、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基金建立等里程碑事

件使 2023 年成为“全球南方之年”。然而，诉求多样化、立场碎片化、合作机

制松散是“全球南方”在寻求更大话语权道路上尚未解决的问题。2024 年将有

40 余个发展中国家迎来大选，政权更迭之下的政策不稳定性加剧。宏观而言，“全

球南方”利益结盟还很脆弱。 

    挑战七：发展问题成关键，边界不断外扩 

各国国际发展战略和机制在近几年均进行了深度调整，2024 年将是一系列变

动和改革带来的行动、投入、布局、效果和影响显现的关键一年。随着发展问题

的边界不断外扩，国际发展正在从大国博弈边缘走入核心，援助的工具化、泛安

全化甚至武器化趋势加剧。 

挑战八：大国博弈走向更深层次竞合 

不同援助行为体间的竞合将不仅表现在资金规模上，还进一步转向资源调动

能力、标准规则制定、利益联盟构建、治理经验吸引力、影响力传播等更深层次

的竞合。能否实现自身安全、外交、经济等战略利益，能否换取更多发展中国家

支持，能否在不同发展议题、多边机制、区域乃至全球层面争取更大主动，成为

许多援助参与方的核心关切。 

挑战九：现有主流国际制度和治理规则难以应对新形势 

在严峻的发展形势、发展资源供需的错配和国家力量格局的变化等背景下，现有

主流国际制度和治理规则难以有效应对新问题和新诉求，规则改革缓慢甚至停滞

不前。尽管当前多边治理主流机制仍维护着全球安全、发展、人权的底线，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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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全球实现公正平等、更高水平互信和繁荣方面已力不从心。 

挑战十：多边组织架构变革难以突破瓶颈 

2023年，变革多边组织架构的议题被广泛讨论。然而，由于成员间利益难以

调和、立场碎片化明显，2024年很难看到多边体系发生根本性改革或者“联合国

2.0”“世界银行 2.0”的出现。（石化行业走出去联盟） 

神木能源再添一项软件著作权 

近日，神木能源开发的“煤气管网智能巡检系统 V1.0”通过国家版权局审核，

获得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这也是公司在信息化道路建设中获得的

第 3 项软件著作权登记，标志着公司信息化管理水平迈上新台阶。 

为了提高煤气管网巡检效率和隐患排查能力，公司开发建设了一套全自动无

人机管道巡检系统。该系统采用大数据软件人工智能物联网软件，部署无人机智

能机库，结合煤气管网智能巡检系统，实现煤气管网无人值守，24 小时全自动巡

检。煤气管网智能巡检系统功能主要包括指挥调度、航线规划、数据管理、分析

应用、基站管理、系统设置等。可对部署的无人机及机巢进行统一调度和监管，

简化作业流程，形成对机巢、无人机以及巡检人员的智能化立体协同管控，推动

机巡工作业务规范化、管控信息化、作业智能化、管理精益化，提高管网系统运

行的稳定性、安全性和可靠性。 

智能巡检系统的上线应用，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生产管理水平和风险隐患处置

能力。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在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建设方面积极探索，不断提升

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为公司安全生产智能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提供更多技术

支撑。 

联系人：郭永明  刘怡  蒋顺平  联系电话：010--8488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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