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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发布《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

（2015 年）》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具有应用基础性、关联性、

系统性、开放性等特点，因其研究难度大、周期长，

已成为制约我国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和提升产业核

心竞争力的瓶颈问题，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发是加

快提升产业技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2011 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产业关键共

性技术发展指南（2011 年）》（工信部科〔2011〕320

号），并在此基础上，修订发布了《产业关键共性

技术发展指南（2013 年）》（工信部科〔2013〕335

号）。指南的发布，在构建现代产业技术体系、加

快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等关键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发挥指

南的指导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围绕国内外产业发

展现状和趋势，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掌握行业发展

动态与热点，研究提出了《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

指南（2015 年）》。 

《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发展指南（2015 年）》共

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关键共性技术 205 项，其中，

节能环保与资源综合利用 48项、原材料工业 42项、

装备制造业 49 项、消费品工业 27 项、电子信息与

通信业 39 项。（节选）     （来源：工信部网站） 

《无级自动变速器（CVT）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

征求意见稿发布  
该标准的制定是在对我国CVT产品开发及应用

现状进行调查，对相关国际、国外标准的关键技术

指标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分析研究，并且对相关的

试验方法在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分

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的 CVT 变

速器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并通过验证试验，对试

验方案的可行性进行了验证，确定了适合我国实际

情况的 CVT 变速器性能评价的技术方案。 

该标准是根据我国无级变速器的技术发展水

平及试验能力情况制定的，是我国第一项关于无级

变速器性能评价方法的标准。标准规定了无级变速

器 CVT 的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针对 CVT 的特点，

技术要求主要包括速比范围、扭矩范围、发动机工

作性能评价、液力变矩器锁止比、传递效率、振动

与噪声及电磁兼容等方面的内容。 

标准规定了 M1 类车辆用无级变速器（CVT）技

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该标准适用于装备了无级变速器（CVT）的 M1

类车辆，装备了无级变速器（CVT）的 N1 类车辆及

3.5 t 以下的 M2 类车辆可参照执行。 

 

（来源：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网站） 

电动汽车充电标准通过技术审查 
2015 年 10 月 29～30 日，国家标准《电动车辆

传导充电系统一般要求》GB/T18487.1 和《电动汽

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之间的通

信协议》GB/T 27930 通过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组

织的专家技术审查。 

本次修订 GB/T18481.1 和 GB/T27930 重点考虑

充电的安全性和兼容性，增加了充电温度监控、机

械锁与电子锁联动、过载和短路保护等安全措施，

完善了充电控制导引和时序、故障分类信息、冗余

保护等内容，提高了标准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其中，机械锁与电子锁联动装置确定将由充电

基础设施为主体进行安装。在充电温度监控和过载

和短路保护等安全措施方面，汽车企业被要求将向

充电基础设施提供商提供更多相关数据，以便进一

步提升充电安全管理能力。 

充电接口及通信协议是确保电动汽车和充电

基础设施之间互联互通的基础性标准，主要包括充

电系统通用要求《电动车辆传导充电系统一般要

求》GB/T18487.1 标准、交直流充电接口《电动汽

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GB/T 20234.1、20234.2

和 20234.3 三项系列标准以及直流充电通信协议

《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系统

之间的通信协议》GB/T 27930 标准等五项标准。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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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润滑油杯“中国心” 
2015 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获奖名单揭晓

10 月 27 日，在 2015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年会暨

展览会期间同期举办的“首届中国汽车发动机技

术大会”上，昆仑润滑油杯“中国心”2015 年度十

佳发动机评选获奖名单揭晓。来自一汽-大众、长

安铃木、江淮汽车、上海通用、东风悦达·起亚、

吉利汽车、广汽丰田、一汽-大众奥迪、比亚迪以

及沃尔沃的十台优秀发动机，从所有参评的 40 台

发动机中脱颖而出，最终荣获“中国心”2015 年度

十佳发动机称号。 

昆仑润滑油杯“中国心”2015 年度十佳发动机获奖名单 

获奖企业 发动机型号 匹配搭载车型 

一汽-大众 1.2 汽油机 高尔夫 

长安铃木 1.4T 汽油机 2015 款锋驭 

江淮 1.5T 汽油机 瑞风 S5 

上海通用别克 1.5T 汽油机 威朗 

东风悦达·起亚 1.6T 汽油机 K4 

吉利 1.8TD 汽油机 博瑞 

广汽丰田 2.0L 汽油机 凯美瑞 

一汽-大众奥迪 2.0T 汽油机 Q5 

比亚迪 混合动力系统 唐 

沃尔沃 2.0T 汽油机 S60L/XC90 

（来源: 中国汽车发动机网）

13 家企业登上“2015 动力先锋榜”
11 月 2 日，由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汽

车报》社共同举办的“2015 内燃机先进制造国际论

坛暨 2015 动力先锋榜”在北京举行。全柴、玉柴、

潍柴、云内动力、东安动力等 13 家发动机企业的

13 款发动机产品荣登“2015 动力先锋榜”。 
“动力先锋榜”评选活动设立，旨在帮助中国的

车用发动机企业及配套企业推动品牌建设，扩大产

品市场销售，是各汽车发动机制造及配套企业与消

费者直接沟通的桥梁。今年评选活动主要按照品

牌、市场、技术产品三个项目进行评测，其中，技

术产品项目主要涵盖研发投入情况、同步开发能

力、新技术使用情况以及产品在节能、环保、可靠

性等方面，在三个评测项目中所占权重也最大，为

40%；而其他两个项目则各占 30%。 
“2015 动力先锋榜”获奖名单 

获奖单位 机型 

柴油机组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4A1-68C40 柴油发动机 
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公司 NGD3.0-CS5A 柴油发动机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YC6MK 柴油发动机 
江西五十铃发动机有限公司 4JK1 柴油发动机 
康明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ISG 柴油发动机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D25TCIE1 柴油发动机 
上汽菲亚特红岩动力总成有限公司 Cursor 9 柴油发动机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WP12.460 E40 柴油发动机 
潍柴动力扬柴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 WP3Q130E50 柴油发动机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无锡柴油机厂 CA6DM2-35E5 柴油发动机 
汽油机组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DAM15（B）系列前驱汽油发动机 
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D20VVT 汽油发动机 
沈阳航天三菱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4G63T 汽油发动机 
（注：以上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来源：中国汽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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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内燃机再制造产业规模将达 350 亿元 
随着资源、能源、环境约束的加剧，绿色制造

理念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内燃机再制造，资源循环

发展，这些在内燃机领域正在进行的绿色制造主题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人们的关注。 
绿色制造离不开内燃机再制造 
绿色制造技术，是以绿色理念为指导，综合运

用绿色设计、绿色工艺、绿色包装、绿色供应链管

理、绿色回收处理等为一体的科学技术，其目标是

使得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

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对环境负面影响最小，资

源利用率最高，并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

优化。绿色制造的重点方向包括：生态设计，可持

续制造，资源效率优化。 
再制造可使废旧产品中蕴含的价值得到最大

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首选

途径。 
再制造是整个产业链上的一种补位或补充，它

更好地协调了新机与再制造产品的共同发展，为已

经从事再制造的企业带来了额外的收益。目前市场

上再制造产品的总体规模还很小，不仅不会对新机

市场造成冲击，还能从存量市场上继续提升用户的

忠诚度，是一项多重利好的产业。 
再制造产品的品质与性能不低于原有新品，而

成本仅是新品的 50%，同时可节能 60%，节材 70%，

减少排放 80%，再制造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最 

佳途径之一。 
应建立三个层次的技术标准 
对于在国内开展时间不长的再制造产业而言，

近几年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缺乏相应的

标准已经成为制约行业继续前行的阻力。据介绍，

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相继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再制造

技术标准、法规和指令体系，并对再制造产品品质

保证有严格要求。而目前国内的再制造产业尚处于

起步阶段，各界对再制造的认识还不够统一，企业

的技术积累也较小。再制造工艺技术、质量控制和

资质管理等方面标准缺乏，制约了再制造技术的广

泛应用和再制造产业的健康发展。 
要发展我国的再制造产业，需要逐步建立起系

统、完善的再制造工艺技术、质量检测等标准。无

论再制造的技术和步骤如何，再制造产品都必须在

产品质量、性能、耐用性和售后服务上达到与新品

一样的水平。 
面向汽车、发动机、变速器、机床、工程机械

等多行业、多层面的再制造产业链标准问题，应将

再制造标准划分为“跨行业共性技术标准、重要行

业共性技术标准以及重点产品共性技术标准”三个

层次，来解决多维复合、不同行业的共性与个性化

标准化需求等问题，研究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体

系。（节选） 
（来源：中国工业报） 

专家预测明年发动机市场将回暖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经济数据，今年第三季

度国家经济延续了近年来增长速度温和回落的趋

势。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加上过去几年发动机市

场增长速度相对过快、保有量基数持续攀升，车用

发动机市场在第四季度将很难有非常激进的表现。

经济增速放缓已经让发动机企业产销量下行压力

增大，排放升级及国际化、高端化竞争也迫使企业

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经营

策略方面。 

柴油机销量将迎来回升 

目前的发动机市场尤其是商用车市场，产销状

况的确让人担忧。但这并不意味着发动机产业会持

续低迷。相比汽油机市场而言，柴油机市场更需要

触底反弹。综合来看，柴油机市场全年市场表现会

好于前三季度，预计今年最后三个月销量会稳定提

升。 

理性对待市场变化 

多位行业专家表示，在 SUV 市场的支撑下，今

年我国乘用车市场产销预计会保持 3%左右的增长

幅度。第四季度，乘用车市场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汽油发动机需求同样保持稳定增长。 

天然气发动机有发展潜力，但目前却不是最好

的发展机遇。近期来看，燃气机难以成为企业主要

的利润支撑点，大部分企业仍是技术储备和研发，

未来部分先进机型或混动机型会有所突破，但整体

市场销量可能进一步下滑。 

专家表示，无论是发动机企业还是国家相关政

策制定部门，都应该理性对待发动机市场出现的变

化，要有长远战略规划，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切不

可强行推动销量增长，透支未来市场，否则会带来

强烈的负面影响。 

大部分发动机企业都在积极研发新技术、投产

新产品，包括涡轮增压发动机、高压共轨技 术等，

技术储备是今年发动机企业谈论最多的话题。但

是，如何带领供应商共同进步，保证产品可靠性持

续提升，摆脱关键零部件对外资供应商的依赖，仍

是企业乃至整个发动机产业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

这也是发动机企业未来发展突破的关键。（节选） 

（来源：中国汽车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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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内燃机行业市场综述
 

  根据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中国内燃机工业销

售月报》重点企业数据显示，2015 年 10 月完成内

燃机销量 436.82 万台，环比下降 7.05%，同比下降

5.97%；1-10 月销量累计完成 4693.23 万台，同比

累计下降 5.01%；10 月完成 18224.35 万千瓦，环比

增长 6.24%，同比增长 7.66%,1-10 月累计完成

171509.8 万千瓦，同比累计增长 2.08%。乘用车市

场迎来全年黄金销售期，累计销量远好于行业平均

水平，同比累计增长 4.61%；受国 2升国 3 影响，

柴油机市场 10 月的销量明显不如上月，同比累计降

幅维持在 14.51%。 

 
分燃料类型来看，柴油机 10 月销量 35.97 万台，

累计销量 555.03 万台，同比下降 32.57%，同比累计

下降 14.51%；汽油机 10 月销量 400.81 万台，累计

销量 4137.71 万台，同比下降 2.49%，同比累计下降

3.54%。 
分内燃机配套市场情况来看，除乘用车用内燃机

同比累计均增长外，其他市场均出现同比下降态势。

乘用车用内燃机 1-10 月累计销量 1474.02 万台，同

比增长 4.61%；农用机械用内燃机 10 月累计销量

458.69 万台，同比下降 5.22%；园林机械用内燃机

10 月累计销量 331.76 万台，同比下降 6.10%；摩托

车用内燃机 10 月累计销量 1948.99 万台，同比下降

6.22%；商用车用内燃机 10 月累计销量 249.71 万台，

同比下降 18.55%；船用内燃机 10 月累计销量 3.83
万台，同比下降 22.12%；工程机械用内燃机 10 月

累计销量 37.60 万台，同比下降 22.60%；降幅最大

的为发电机组用内燃机，10月累计销量152.87万台，

同比下降 26.84%；。 
内燃机销量继续缩量，乘用车用市场 10 月止跌

回稳，企业出口稳中有降。 
农用柴油机排放标准由“国二”升级为“国三”，

加快了农机向绿色转型的脚步，目前农机企业正积

极采取措施应对农机排放标准转型升级。部分企业

国 3 公告未申请下来，所以相关产品 10 月起停产停

售，对配套农机领域占比较高的单缸柴油机行业而

言，销量较之 9 月大幅下调。10 月,单缸柴油机累计

销量 248.12 万台，同比下降 15.80%。排名靠前的五

家企业为：常柴、常发、江动、常林农装、金飞鱼，

其单柴类产品销量占行业销量比例 72.06%。整体来

看，行业企业销量均大幅下降，部分企业更是完全

停产。 
受国 2 升级国 3 影响，工程机械用及农机用内

燃机销量大幅度下降，以及商用车销量的持续缩量，

对配套此三行业较多的多缸柴油机企业而言，总体

销量下降幅度仍继续放大。多缸柴油机企业 10 月累

计销量 306.91 万台，同比下降 16.26%。玉柴、全柴、

潍柴、锡柴、云内等销量前十名的销量占总销量的

65.91%。目前仅云内、福田康明斯、常柴、一拖洛

阳、福田发动机厂、一拖姜堰、雷沃等几家累计销

量同比正增长。而配套商用车的内燃机企业中前 10
名的企业 10 月累计销量同比下降 23.18%，仅云内、

福田康明斯、福田发动机厂、江西五十铃等逆势增

长。在各多缸企业纷纷争夺的客车市场中，玉柴始

终保持领先地位。多缸柴油机配套的众多领域中，

船用领域变现良好，潍柴、玉柴行业销量靠前，工

程机械及农用领域则全面下降，部分企业降幅超

90%。 
10 月进出口数据延续双降。海关数据显示，10

月我国进出口 2.06 万亿元，下降 9%。其中，出口

1.23 万亿元，下降 3.6%。而此前我国 7、8、9 月出

口分别下降了 9.5%、6.1%和 1.1%，降幅已经明显

收窄，此次出口并未延续向好态势，降幅再度扩大。

10 月进口 8331.4 亿元，下降 16%，降幅较上月的

17.7%略微收窄，这已经是我国进口连续第 12 个月

负增长。进口降幅明显大于出口致使 10 月当月贸易

顺差扩大 40.2%。以出口为主的小汽油机企业受到

了一定的影响，销量大幅降幅。小汽油机企业 10 月

累计销量 741.67 万台，同比下降 7.85%，前五名企

业为华盛、隆鑫、润通、中坚科技、林海。同比累

计正增长的企业为隆鑫、润通、牧田（昆山），同比

增幅 4.61%、22.60%、12.83%，好于行业平均水平。 
多缸汽油机主要配套在乘用车领域，10 月份销

量较之 9 月有了较大增幅，比去年同期大幅提高，

累计销量增幅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多缸汽油机企业

10 月累计销量 1540.87 万台，同比增长 3.65%。值

得关注的是，大型车企的发动机厂均出现了远高于

平均水平的增幅，尤其是上汽通用五菱、东风日产、

长城、长安福特、奇瑞等的同比增长更是达到了

11.06%、44.19%、36.21%、59.41%、29.17%。上汽

通用五菱、一汽-大众、上海大众动力总成、东风日

产、重庆长安汽车等十家排在前列，其总体销量占

行业销量比例为 53.30%。 
新能源内燃机总体呈现平稳趋势，政府方面对

新能源车的利好政策不断、新能源相关的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展开，以及民众对新能源接受程度加深，

新能源内燃机在 2015 年越来越好。东风南充在新能

源内燃机市场上有较大份额。 
2015 年前十个月，除乘用车同比增长外，其余

行业均有不同程度下降，销售总量稳中略有下降。 
（来源：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 

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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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内燃机学会五届四次理事会会议 

暨泰山科技论坛成功举办 

2015 年 10 月 21-23 日，山东内燃机学会五届

四次理事会会议暨泰山科技论坛在济南市举办。 
10月 21日召开“山东内燃机学会五届四次理事

会会议”，学会理事及代表共 62 人参加会议。理事

会议由学会副理事长、山东大学王志明教授主持。

学会刘卫东理事长首先致辞，理事长介绍了今年

1-8 月份全国和山东省机械工业发展形势及山东省

内燃机工业发展形势。高洪歌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受

刘卫东理事长委托做了学会工作报告，汇报了自五

届三次理事会议后学会开展的工作及下一步工作

思路。与会代表审议并通过了学会工作报告；审议

并通过了学会财务报告；表决通过了调整、增补副

理事长、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等事项：学会副理事

长李树生同志变更为许传国同志；常务理事庄龙平

同志变更为窦玉香同志，常务理事许广智同志变更

为郝胜国同志；副秘书长张兴华同志变更为刘向前

同志；增补乌江同志为学会常务理事。刘卫东理事

长为调整后的各位理事颁发了证书。 
10 月 22 日上午，“山东省科协第 22 期泰山科

技论坛—内燃机测试技术前景展望”隆重召开，来

自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 150 余名专家、

学者、科研人员及学生参加了论坛。此次论坛由山

东省科学技术协会、齐鲁晚报、大众日报社大众网

主办，山东内燃机学会和中国内燃机学会测试技术

分会承办，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协办。山东

省科学技术协会纪洪波副主席、山东省机械工业协

会郭金明会长及特邀国内知名专家出席了论坛。来

自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界的 150 余名专家、

学者、科研人员及学生参加了论坛。会议共征集论

文 59 篇。 
论坛开幕式由山东内燃机学会高洪歌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主持。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纪洪波副主

席、山东省机械工业协会郭金明会长和会议承办单

位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许传国副厂长分别

致辞。 
此次论坛邀请了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同济大

学、浙江大学、北方发动机研究所、山东大学、中

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总厂的六位专家、教授就内燃

机测试技术为大家做精彩报告。 

北京理工大学的葛蕴珊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六

阶段排放标准》的报告，葛教授介绍了我国重型柴

油车排放标准现状、国际重型汽车法规标准体系现

状，并与欧美法规主要内容进行了对比，然后介绍

了我国国六标准主体框架及主要技术内容。 
同济大学倪计民教授做了《试验技术在产品研

发和生产中的应用》报告，倪教授介绍了我国汽车

和内燃机行业发展现状，并以凤城市增压器产业为

例，为大家介绍了如何实现自主开发能力的提升。

重点介绍了 DoE 应用开发流程，他指出试验技术不

仅仅是数据的测量，还需要与计算和设计相协调，

DoE 技术将在产品开发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浙江大学吴锋教授做了《柴油机 SCR 系统尿素

结晶过程的仿真分析和试验研究》报告，吴教授就

他所研究的领域，以大量详实的数据和图表为大家

介绍了单尿素液滴蒸发、热解建模与试验验证，SCR
系统尿素喷雾蒸发、结晶特性分析，SCR 系统一维

气液两相流建模与仿真分析。 
北方通用动力集团有限公司科技部许世永主

任做了题为《测试技术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报告，

许主任结合 AVL、FEV 等公司的先进经验，为大家

介绍了国外发动机试验测试技术最新进展。他指出

当前内燃机测试技术与先进光学技术、微电子技

术、计算机技术和创新材料技术相结合，向多学科

技术集成及智能化、精细化和尖端化方向发展。 
山东大学程勇教授做了《示功图测量分析》报

告。程教授回顾了内燃机示功图的发展历史，强调

了示功图在内燃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结合相关

案例，着重讲解了缸压曲线标定的相关知识。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王令金副总经理做

了题为《单缸机测试平台在产品研发中的应用》的

报告。他介绍了单缸机测试平台的功能，然后结合

济柴实际，讲解了济柴单缸机测试平台的应用。最

后，对济柴的发展做了简要介绍。 
专家们的精彩报告，不时博得与会者阵阵掌

声。此次论坛，与会者或通过相互交流获取了信息，

或通过聆听报告解疑释惑。中国内燃机学会测试技

术分会和山东内燃机学会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搭建

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和科技传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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