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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来临的 NEV 之战 

近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发表了关于中国新能源

汽车（NEV）产业发展及未来可能发生 NEV 之战的研究报告。文中指

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正在进入全球舞台，而中国也正在成为新能源汽

车出口强国，但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大力支持并推动新能源产业向

前发展，可以帮助中国解决三个问题:对西方技术的依赖，对石油进

口的依赖以及空气污染。 

从市场来看，今年 9 月在北京车展上，汽车制造商发布的 785 款

新车型中有 160款是新能源汽车。而且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也在快速增

长，仅 9 月份的销量就达到 13.8 万辆，按照这个趋势，中国在今年

完全有可能打破 2018 年 12 月份新能源汽车 22.5 万辆的销售记录。 

在产品竞争力方面,尽管美国特斯拉（Tesla）受到了最多的关注，

但中国品牌正在吸引更多的关注。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新车型五菱迷

你电动汽车（Wuling Mini EV）于 9 月售出 2 万多辆，领先第二名的

特斯拉 Model3（1.13 万辆）。 

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汽车制造商和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进步

建立在零件制造商、电池生产商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之上。中

国汽车电池行业的表现甚至好于汽车制造商。截至 2020 年 8 月，福

建的 CATL 在产量上仅次于 LG Chem，并有望在年底前位居榜首。截

至到 2020 年 6 月，中国的充电基础设施已经显著扩大，7.64 万根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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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住宅充电桩和 5.58 万个公共充电站，相比之下，美国只有 10.1 万

个充电网点。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创新和增长严重依赖于中国政府的补贴。尽管北京降低了对每辆

车购买者的直接支持（降低了补贴和退税率），但研发和政府采购的

支出却增加了。此外，中国新能源汽车将会走向世界舞台，并引发“新

能源汽车之战”，尤其是当这些新能源汽车具备自动驾驶、驾驶员辅

助功能或以其他方式连接到互联网，来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可能涉及

到与汽车性能和乘客数据有关的国家安全问题。 

（产业所 刘如 整理） 

政策密集出台，汽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陆续出台政策，刺激汽车消费，

为近年来处于“寒冬”中的汽车市场送来“政策礼包”，同时也进一

步缓解了疫情对汽车产业带来的冲击。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提振

大宗消费、重点消费和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作出部署。其中指出，

要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鼓励各地调整优化限购措施，增加号牌指标

投放；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农村居

民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对居民淘汰国

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新车，给予补贴；加强停车场、充电桩

等设施建设。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出台政策，持续推进汽车消费。以海口市

为例，《海口市汽车消费补贴实施细则》于近期正式通过并发布。根

据细则，海口市汽车消费补贴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5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期间。补贴对象为该时段内在海口市汽车销售企业购车并在海口市

上牌的燃油及新能源家用小客车的购车人。具体补贴标准为每台家用

小客车补贴 3000 元人民币。此前，湖北省也出台了《稳定和扩大汽

车消费若干措施》。其中规定，对消费者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购买省内企业生产并在省内销售、省内上牌落户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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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车，按销售价格的 3%给予补贴，省级与汽车生产所在市县财政各

分担一半。 

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地推出的刺激汽车消费政策中，鼓励新能源

汽车消费是重点提及的内容之一。这有助于提高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速

度，并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新能源汽车消费也迎来重要“风口”。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从产销量同比看，10 月汽车产销继续

呈现两位数增长，产销分别达到 255.2 万辆和 257.3万辆，同比增长

11%和 12.5%。截至 10 月，汽车产销已连续 7 个月呈现增长，其中销

量已连续六个月增速保持在 10%以上。新能源汽车市场更是表现突出，

10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6.7 万辆和 16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69.7%和 104.5%。这也是本年度第四次刷新当月历史纪录。 

乘联会表示，临近年末，地方性补贴政策将陆续到期，对购车需

求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双十一”促销期间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进

一步拉动服务业快速恢复。此外，厂家、经销商促销力度不减。11

月车市外部环境继续改善，经济将进一步恢复至正常增长水平。 

（产业所 徐海龙 整理） 

全球 148个研究前沿，中国的优势和短板在哪？（下） 

中国的短板依旧明显。在生态与环境科学领域，物理学领域，经

济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三个领域，中国均排名在第 2 名，

表现突出；在生物科学领域和地球科学领域排名第 3名和第 5 名。但

在临床医学领域和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中国仅分别排名第 12

名和第 8名，短板依旧明显。 

在临床医学领域，美国的国家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得分为 53.27 分，

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英国和德国得分分别为 19.95 和 17.89，排名

第 2 和第 3 名，法国和加拿大得分分别为 12.13 和 10.37，排名第 4

和第 5 名。中国得分为 7.10，排名第 12 名，在该领域与其他强国有

显著差距。 

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美国的研究前沿热度指数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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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分，居世界第 1。德国以 14.95 分排名第 2，英国以 12.35 分

排名第 3。法国（11.47 分）和意大利（9.58分）紧随其后。中国以

6.80分排名第 8 名，尽管表现并不突出，但较去年的第 11 名和前年

的第 19 名进步明显。 

（产业所 朱焕焕 整理） 

三星、LG 已为华为 P50 提供屏幕做好准备了吗？ 

近日，来自“快科技 2018”的消息称华为 P50系列将在 2021 年

上半年如期发布。目前三星显示与 LG 显示已经开始着手为华为 P50

系列做 OLED屏的供应准备工作。消息还称目前没有华为下一代 Mate

系列的消息。 

分析人士称，如果一切准确，那么华为 P50 系列肯定会搭载麒麟

9000 处理器。按此前业内信息，这个处理器有 880 万片左右库存，

维持华为 Mate40 Pro 系列半年的产能没有问题。而从华为角度看，

准备 P50系列完全是正确的。假如供应链突然发生变化，台积电又可

以给华为代工芯片了，那么 P50 系列如期发布就非常自然。换言之，

如果到时候芯片供应还不正常，华为 P50 系列也无非暂不发布。 

而与此同时，对于华为 P 系列的手机，业内却对该款手机的性能

表现并不关注。因为根据专业人士估计，P 系列手机多半会用上年

Mate 系列的同款处理器，而大家最关注的则是每年华为 P 系列在拍

照上又取得了什么新突破，在屏幕之上能不能用上顶级的 OLED 屏等

等。而拍照领域的突破无关芯片的研发和代工生产，因此市场的需求

与企业自身的研发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脱节。 

因此，据业内分析人士预计，如果明年华为 P50 系列真能如期发

布，那么三星与 LG 的屏幕肯定会如期上市，则国内京东方的屏幕也

将如期而至，但消息是否可靠，还要看华为和三星的进度。 

（产业所 王罗汉 整理） 

小米研发物联网系统 

在小米开发者大会上，小米 AIoT 战略委员会主席、IoT 平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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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范典发表演讲，宣布小米将研发全新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Vela。

众所周知，5G 的重要特性就是万物互联，这些零碎的物联网产品也

需要一个统一的系统来连接。华为抓住这个机会，推出基于分布式技

术的鸿蒙操作系统。而作为早早发力 AIoT 领域的小米自然不甘落后，

现在推出物联网软件平台小米 Vela。 

小米有自己独特的优势。一方面，小米在智能家居领域布局早，

已有数亿消费者成为小米智能家居用户，这些用户都是小米物联网操

作系统潜在使用者。另一方面，小米有着完整的系统架构。底层是

NuttX 内核，提供最基本的任务调度、跨进程间通信、文件系统等基

础 OS 功能，同时也提供简洁高效的设备驱动和电源管理等组件。中

层是 Vela 应用框架，是为扩展系统服务提供的通用框架，包括蓝牙

通信组件、通信组件、OTA 服务、数据本地存储服务，以及对图形用

户界面和脚本语言的支持，上层主要是针对不同的物联网应用开发。 

物联网大致可以分为感知层、网络层、设备管理层、应用层等四

个层次。其中感知层以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网关、智能终端、智能卡

等组成。这些终端设备运算能力参差不齐，有的可以安装复杂系统，

有的只能进行简单计算，在这些感知设备中不可能安装相同的系统。

因此，物联网操作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嵌入式系统，具有专一功能与实

时计算性能。简单来说，物联网系统会根据不同的设备做定制化嵌入

式系统，这些操作系统需要的内存空间往往很小，平时只进行专一的

简单计算。单从功能上来说，物联网操作系统不像手机操作系统那样

复杂，开发起来简单许多。物联网的实质在于万物互联，物联网操作

系统可以在 5G 时代实现智能终端一体化，因此不少互联网公司都瞄

准了这一方向。 

（产业所 张志昌 整理） 

处方药网售迎来监管办法 

近日，医药电商领域迎来重大利好，国家药监局综合司对《药品

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正式对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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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药指明方向，允许网络销售处方药和展示处方药信息。而以往禁

止的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

性药品、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等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仍然不得

通过网络销售。 

作为互联网医疗重要的应用场景和商业业态之一，医药电商领域

的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政策不确定的影响，国内政策对于处方药是

否可以网售始终处于摇摆的状态。在 2017 年、2018 年公布的两版《药

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都明确要求不得通过

网络销售处方药，以及向个人消费者销售药品的网站不得通过网络发

布处方药信息。该规定对医药电商尤其是网上药店的业务产生重要影

响，网售处方药遭遇了一刀切的监管困境，行业也一直期待网售处方

药解禁。 

2019年 8 月 26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发

布，网络禁止销售的药品名单里，没有出现处方药。国家药监局政策

法规司司长刘沛说，考虑按照《药品管理法》总的原则，网售处方药

的主体，必须首先是取得了药品经营许可证的实体企业，线下有许可

证，线上才能够卖处方药。考虑到网络销售处方药的特殊性，对网络

销售处方药规定了更严格的要求，比如药品销售网络必须和医疗机构

信息系统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主要是确保处方的来源真实，保障患

者的用药安全。另外，在配送方面，必须要符合药品质量规范的要求。

而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修订版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起

正式实施，这意味着网售处方药不被明文禁止，只是具体的规范办法

还需等待监管部门制定，还在起草过程中。 

不过，“网购”已经成为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方式之一，通

过互联网获取药品更是因为其方便、快捷受到青睐。在 2020 年 11 月

12 日，根据最新的《药品管理法》要求修改的《药品网络销售监督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挂网公开征求意见，

新的网售药品监管办法终于落地。此次征求意见稿分 6章，分别为总



7 
 

则、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平台管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共

48 条内容。之前和处方药销售相关的禁止规定，在新的《意见稿》

中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一，在确保电子处方来源真实、可靠的前提

下，允许网络销售处方药；第二，具备网络销售处方药条件的药品零

售企业，可以向公众展示处方药信息。此次征求意见稿在药品网络销

售者、网络销售范围、网络销售者义务、第三方平台管理、药品配送、

法律责任等方面也作了明确规定。 

药网联合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长于刚认为：“随着《药品网络销售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落实，网售处方药在监管下阳光化

运行，网售与处方药外流、医药分开、药占比、医保控费等诸多政策

相辅相成，线上线下既互相竞争，也互相补充，将有利于市场规范和

良性发展。” 

（产业所 陈健 整理） 

纳米生物学技术的新型癌症免疫疗法或有望根治癌症 

日前，国际杂志 Cell 的一份研究报告中称，来自西奈山医院等

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在新型癌症免疫疗法开发上取得了重大进

展。研究人员通过对天然分子进行生物工程化修饰所产生纳米生物微

型材料与治疗性分组进行配对，随后训练机体的先天性免疫系统来消

灭肿瘤细胞。 

该疗法能靶向作用骨髓，能激活机体训练有素的免疫力。研究者

表示，这种纳米生物学免疫疗法能靶向作用骨髓（部分免疫系统形成

的场所），同时还能激活机体训练有素的免疫力，这一过程就能重编

程骨髓祖细胞使其产生训练后的先天性免疫细胞，从而抑制癌症的进

展，癌细胞通常会在机体免疫抑制性细胞的帮助下来保护自身免于宿

主免疫系统的杀灭。研究者认为，受过训练的免疫力能被安全且成功

地用作癌症疗法，同时他们在包括黑色素瘤小鼠模型等动物模型中进

行了检测，目前正在积极向临床试验方向推进。 

http://news.bioon.com/nanomedicin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chang-fei-bian-ma-RNA-yu-zhong-liu959063.html
http://news.bioon.com/nanomedicine/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ge-tian831892.html
http://xy.bioon.com/course_video/lin-chuang-shi-yan-de-feng-xian-jian-kong239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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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生物学免疫疗法减少抗癌疗法的副作用。免疫疗法是标准癌

症治疗手段的一部分，其能够为宿主免疫系统暴露癌症所在，但这种

疗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疗法，其仅对一部分

患者有效，而且会产生严重的治疗副作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开发

了一种新型的抗癌疗法，他们表示，纳米生物学免疫疗法所训练的机

体免疫力或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抗癌疗法，且并不会产生多种副作用，

同时其还能与检查点抑制剂药物联合使用。 

研究者不仅观察到了纳米生物学免疫疗法所产生的强大抗癌效

应，而且还推动了基于高生物相容性纳米材料的新型免疫疗法的开发

和临床前评估工作。研究对于有效训练机体免疫力并开发能快速用于

癌症患者治疗的新型疗法至关重要。最后研究者表示，研究改变了免

疫疗法研究领域的规则，后期研究人员还将继续深入研究来开发更多

有效治疗癌症的新型疗法。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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