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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敏 见习记者 熊 悦

近日，国家卫健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
发布《第四批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建议清单》，其
中包含29款药物，如Vosoritide、喷他脒、硝唑尼特、吉
妥珠单抗/吉妥单抗等。据悉，上述药物为中国大陆
境内尚未注册上市且临床急需的儿童用药。

多项行业数据显示，国内儿童药市场可达百亿
元乃至千亿元规模。但与此同时，儿童药面临品种
少、适宜剂型少、生产企业少的问题。

康芝药业近日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示，根据
米内网数据，目前我国儿童用药市场规模约占医药
行业的 5%，近 4000多种药品制剂中，儿童专用药占
比不足批准文号药品的 2%。而国内儿童医疗诊疗
正以每年400万到500万人次递增，原有基药目录中
的儿童用药与儿科临床用药的医疗需求相差甚远。

有业内人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儿童在药物
吸收、分布、代谢等方面与成人差异较大，在剂量、剂
型、口味等方面具有特殊性。“相比于成人用药，儿童
用药的选择相对较少。”

另有医药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儿童药市场并不
小，但关键在于研发环节的“临床不好做”，这是制约
儿童药发展的重要因素。

儿童用药选择有限的情况下，超说明书用药成
为一些临床医生的选择。“在家长知情的前提下，如
果是剂型的问题，比如必须要吃药片，就会分成 1/4
片或1/6片给小孩服用。”上述业内人士表示，但同时
也会存在用药不规范的风险。

多方政策正发力，进一步保障儿童药发展。今
年 5月份召开的全国卫生健康药政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提到，以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度为主线，突出药品
临床价值和临床需求导向，重点围绕基本药物、短缺
药品、儿童药品、药品使用监测、临床综合评价等工
作，奋力推进药品供应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3月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第 3704号建议的答复》提到，《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管理办法（修订稿）》在原有基础上，提出新增
儿童基本药物目录的考虑，明确国家基本药物调入、
调出的评价标准等，为科学调整目录奠定了较好基
础。据悉，目前实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年
版）单列儿科用药类别，优先保障供应。

此外，今年 1月份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儿童临床用药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到，
遴选儿童用药（仅限于药品说明书中有明确儿童适
应证和儿童用法用量的药品）时，可不受“一品两规”
和药品总品种数限制，进一步拓宽儿童用药范围。

第四批鼓励研发申报
儿童药品建议清单发布
包含29款药品

本报记者 郭冀川

5月份以来，南方多个省份用
电负荷、用电量持续攀升。据悉，5
月22日，南方电网最高负荷今年首
次突破2亿千瓦，比去年提前35天。

面对用电负荷持续增长的趋
势，多地也密集部署备战迎峰度
夏。在资本市场上，绿色电力板块
投资热情高涨，虚拟电厂成为市场
重点关注的对象。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投资了一
些虚拟电厂项目，今年这一行业投
资热情持续升温。”洛克资本合伙
人李音临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随着我国电力能源结构改革，清洁
能源占比提升和新型电力系统构
建使虚拟电厂有了“用武之地”。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绿色能
源转型，构建了多元化的新型电力
系统。

金辰股份常务副总裁祁海珅
对《证券日报》记者介绍，我国的绿
色能源发展迅速，从以火力发电为
主的单一电力生产时代逐渐过渡
到综合能源服务时代，绿色能源类

企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目前国内电力系统投资呈现

出高比例可再生能源、高比例电力
电子设备的“双高”特征，但也暴露
出绿色能源在极端天气或突发灾
害下持续供应能力不足的问题。
例如四川水电占比高，电源多能互
补性不强，在2022年极端高温下产
生了电力系统结构性问题。

祁海珅表示，在推动绿色能源
发展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利用数
字化、智能化技术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通过智慧升级实现“源网荷储”
协调，通过源源互补、源网协调、网
荷互动、网储互动和源荷互动等多
种交互形式，服务电力绿色转型，
确保能源供应安全。

沙利文大中华区合伙人兼董
事总经理贾庞对记者表示，伴随着
风电、光伏等绿色能源快速增长，
不仅需要加强电网建设，强化我国
电力系统的智能化管理及优化调
度能力，通过合理安排和协调不同
类型的资源，实现供电系统的平衡
调节，确保供需匹配；同时，也需要
积极拓展储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以解决绿色能源波动性带来的供
电不稳定问题。

在中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

副主任郭海飞看来，在有序发展分
布式能源和分布式微电网，促进大
规模集中式新能源和分布式能源发
展的同时，也需要加快构建以“源网
荷储”为代表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
形成全国统一、区域协调的电力市
场体系，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制度，实现能源合作治理。

虚拟电厂能力不“虚”

作为“源网荷储”的关键环节，
虚拟电厂的价值日益凸显。

“虚拟电厂的兴起是随着绿色
能源占比提升而出现的。”李音临
表示，发展虚拟电厂对促进电网供
需平衡、实现分布式能源低成本并
网、充分消纳绿色能源发电量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因此，该领域
成为众多机构投资布局的方向。

中信证券研报分析称，短期内
我国虚拟电厂仍以峰谷电价差、调
峰服务、需求侧响应补偿为主要盈
利途径，未来随着电力现货市场与
辅助服务市场建设成形，其可以交
易品种和服务主体将日益丰富。
预计到2030年，虚拟电厂市场空间
有望达到1961亿元。

电力上市公司近期也积极披

露虚拟电厂业务进展。例如，5月
23日，深南电A在互动平台上表
示，公司已与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
心签订《虚拟电厂建设合作协议》，
围绕深圳市虚拟电厂综合示范项
目的深化发展建立合作关系；5月
26日，国电南自在互动平台上表
示，公司正在开展相关虚拟电厂试
点工程的实施和系统试运行工作。

巨丰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
霞对《证券日报》记者分析，未来，分
布式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新型储
能等配电网中的分散发电和有源负
荷将呈现高速增长态势，这些都对
电网的安全、可靠、经济运行等提出
新的挑战，虚拟电厂针对这些新现
象能够起到灵活的削峰填谷作用，
助力电网系统保持实时平衡作用，
因此电力上市公司积极布局。

“虚拟电厂本身并不‘虚’，作
为能源智慧化的关键技术，虚拟电
厂应用前景广泛。无论是在海外
还是国内，虚拟电厂都还很年轻，
是传统电力行业的新蓝海。”张翠
霞说。

东吴证券研报称，根据国家电
网的测算，通过火电厂实现电力系
统削峰填谷，满足5%的峰值负荷需
要投资4000亿元，而通过虚拟电厂

仅需投资500亿元至600亿元，虚拟
电厂的成本仅为火电厂的1/8至1/7。

在促进绿色能源项目投资和
发展方面，资本市场发挥着重要作
用，业内期待创新绿色金融产品，
加大对虚拟电厂的支持力度。

“有绿色金融背书的企业，更
容易获得客户和投资人的认可，从
而有助于其开拓客户、降低融资成
本。目前虚拟电厂较少获得绿色
金融融资，这方面还需要金融机构
的关注与产品创新。”郭海飞表示。

海南省绿色金融研究院管委
会主任尤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绿色金融在需求端可以促进企
业进行能源使用结构调整，在供应
端对绿色智能电网建设企业提供
较低的融资利率，甚至明确与某些
绩效指标进行挂钩，以推动绿色电
力产业发展，带动传统电力能源企
业转型。

李音临表示，目前虚拟电厂平
台、终端成本较高，自控、信息设备
购买配置费用对于建设方有不小
的前期投入压力，如果能够将虚拟
电厂未来收益打包资产证券化出
售，企业垫付资金压力将变小，社
会资本也可以通过参与标准化产
品的方式来参与虚拟电厂建设。

多地密集部署备战迎峰度夏
业界期待多举措支持虚拟电厂发展

本报记者 刘 钊 马宇薇

连日来，上海、四川、江西、湖
南、广东、广西、北京等地发布高温
预警。据上海市气象局官微消息，
5月29日13时09分，徐家汇站气温
达36.1℃，打破了百年来的当地5
月份气温最高纪录。

当下正值工业用电高峰期，叠
加高温天气居民对空调、冰柜等制
冷设备的需求激增，导致电网负荷
不断攀升。面对用电负荷大幅增
长的趋势，各地区各部门采取多项
举措，全力保障民生和重点用能单
位用电。此外，上市公司也积极备
战迎峰度夏。

用电需求持续攀升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今年4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6901亿千瓦
时，同比增长8.3%。分产业看，第
一产业用电量88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12.3%；第二产业用电量4814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7.6%；第三产业
用电量1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9%；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844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0.9%。

据国家能源局预估，2023年全
国最大的电力负荷将比去年有较
大增长，我国电力供应将呈现紧平
衡状态。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进
一步预计，2023年正常气候情况
下，夏季全国最高用电负荷约为
13.7亿千瓦左右，比2022年增加
8000万千瓦，如果出现长时段大范
围极端高温天气，全国最高用电负
荷可能比2022年增加近1亿千瓦。
国盛证券张津铭分析称，迎峰度夏
将至，我国用电需求也持续攀升，

电力供需仍呈现偏紧格局，电力保
供仍是重要主题。

用电量增长的背后是总发电
量不断增长，今年4月份，我国总发
电量658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18%。其中水电683.6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25.53%；火电4494.4亿千
瓦时，同比上升12.14%；核电发电
量 345.2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5.66%；风电、光伏发电量分别为
943.3亿千瓦时、412.1亿千瓦时，风
电发电量同比增长27.87%。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用电负荷
大幅增长，政府部门多方面密集部
署，积极应对迎峰度夏。国家能源
局提出，加大支撑性电源和输电通
道建设投产，按照“适度超前、留有
裕度”原则，督促各类电源迎峰度夏
前投产，发挥保供作用。其中，支撑
性电源不少于1700万千瓦。

“今夏的用电高峰需求主要来
自农业抗旱抗洪、城市空调以及高
耗能产业的新增产能和启用产能等
方面。”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
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根据目前用电情况来看，全国大
范围用电高峰一般与长江和江淮流
域的伏旱旱情、全国高温到来的时
间与区域分布有关，一般会在7月份
左右来临。相关发电上市公司应提
前做好设备检修与电煤采购和储运
计划，在保障夏季高峰用电的同时，
也为自身创造更好的效益。

上市公司积极行动

面对用电高峰挑战，《证券日
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相关上
市公司，了解电力企业将如何确保
迎峰度夏。

“我们一直在做用电保障工
作。”内蒙华电方面表示，“按照以
往的情况，每年夏天是用电高峰，
发电量也会稍高于其他时间，这是
一个正常的波动，公司的发电量会
根据社会需求有所增加。”

黔源电力方面表示：“公司将
根据调度进行发电，用电高峰会按
照相关要求提供相应保供措施，具
体以年报披露为准。”

大唐发电方面表示：“每年在
用电高峰期都会有保供措施，面对
高峰时段的用电需求，公司正在制
定相应预案。”

针对即将到来的用电高峰，国
家发展改革委还加大了对煤电保供
的调研督查力度，确保电煤供应保

障、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有序进行。
“公司已提前做好迎峰度夏的

准备工作。届时将增加发电量，预
计会增加公司收入。同时提前做
好储备，避免缺煤影响发电和用
电。”华电国际方面表示。

“用电高峰来临，随着煤价压
力的缓解以及公司采取提质增效
措施，热电收益有所恢复。”吉电
股份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公司通过成立保供小组、
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构建智能电
网、打造智慧管理平台等方式，提
前布局夏季用电高峰期，保障电
力供给。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就
《电力需求侧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电力负荷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
适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要求，增强
能源电力安全保障能力，促进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

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
新能源发电也可以有效缓解高峰
时段的用电压力。“公司围绕产业
布局，积极推进新能源相关项目。
目前，公司在安徽投资建设的分布
式智能电网已成功投运，该项目全
寿命周期可提供4.1亿千瓦时绿色
电量，今年夏季用电高峰期将投入
使用。后续公司将继续跟进相关
新能源发电项目，在节能减排的同
时，保障电量供应。”上述吉电股份
相关负责人说。

多地发布高温预警电力行业经受“烤”验
上市公司提前谋划保障供给

本报记者 李 正

近日，四川、云南、江苏、广东
等地的工业硅（或称“金属硅”）现
货价格持续下滑。以四川441#工
业硅为例，Mysteel数据显示，该型
号工业硅价格5月29日参考价报
13900元/吨，较前一交易日下跌50
元/吨，创年内新低，5月份以来已累
计下滑12.3%。

《证券日报》记者以投资者身
份致电大全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目前公司硅料产能处于满产
状态，随着近期工业硅价格下滑，
对公司生产成本方面是利好。但
同时产业链下游也会因此对产品
价格预期有所降低，目前公司的产
品价格下降幅度也比较大。

东高科技投研学院副院长刘
飞勇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期

上游工业硅市场出现供大于求局
面，虽然此前枯水期西南地区减
产，但是新疆地区的煤电成本优势
释放了大量新增产能。随着近期
四川等地进入丰水期，产能充分释
放，预计未来工业硅市场供应过剩
现象将进一步加剧。

分地区来看，多地工业硅价格
同步走弱，连续创下年内新低。
Mysteel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截至5
月29日，云南553#工业硅价格已累
计下滑11.36%；江苏553#工业硅价
格累计下滑11.18%；新疆553#工业
硅价格累计下滑13.4%。

谈及近期工业硅价格的持续走
弱，刘飞勇表示，这主要与供需错
配、成本下降及库存反季节增长有
关。供需方面，目前下游除多晶硅
需求较多外，有机硅、硅合金等需求
较为疲软，叠加工业硅价格持续走

低，中下游观望情绪渐浓；成本方
面，由于西南地区大面积丰水期来
临，主要成本——电力的支撑将会
进一步减弱，因此本周工业硅价格
明显走弱；库存方面，工业硅库存量
往年多呈V型走势，即在1月份至6
月份库存量下降，从6月份到年底回
升，但由于今年新疆地区的新增产
能，导致上半年工业硅库存不降反
升，进而推动工业硅价格下降。

工业硅价格未来是否会持续
走低？卓创资讯工业硅分析师于
明静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短期还看不出止跌反弹的
迹象，年内供大于求的局面预计难
以改善。“未来终端需求增加的可
能性存在，但从主要终端需求之一
的房地产市场4月份数据来看，销
售、新开工、新投资都不太乐观，未
来需求释放大概率无法达到预期，

工业硅价格上涨难度较大。”
据悉，工业硅下游主要包括有

机硅、铝合金、多晶硅，其中有机硅
行业占比最大，房地产行业是有机
硅和铝合金赛道的重要需求端。

值得关注的是，受工业硅价格
持续走低影响，产业链下游的多晶
硅、硅片、电池片、电池组件等产品
价格也同步出现下滑。Mysteel数
据显示，5月29日，多晶硅单晶用料
价格报120元/千克，5月份以来已累
计下滑27.53%；M6型号硅片价格5
月份以来累计下滑28.97%；电池
片、光伏组件等多个型号产品也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不过，多家
上市公司表示预期仍然乐观。

TCL中环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虽然近期硅料和
硅片价格有所调整，但是公司依然
对光伏行业充满信心。公司一直

看好光伏产业，近年来始终在研发
新的技术和产品。

上述大全能源相关负责人表
示：“虽然目前工业硅-硅料硅片产
业链整体的价格下降趋势没有改变，
但并不能说明未来市场难有起色。”

“随着工业硅价格的持续下
降，产业链上游的价值回归将对中
下游赛道产生积极影响，光伏产业
链的利润有望重新分配。”刘飞勇
表示，工业硅价格持续走低带动了
产业链多个中下游环节价格下降，
TCL中环等头部企业不断下调硅片
价格，硅料、硅片价格的下跌有利
于中下游产业链降本增效。同时，
光伏上游价格的调整、产能的释放
对于整个光伏产业的发展也能起
到推动作用，叠加“双碳”目标下光
伏市场的增长潜力，国内光伏项目
建设有望加速。

多地工业硅价格创年内新低 专家预计短期供大于求局面难以改善

李乔宇

中国航空业迎来历史性时刻。
5月28日，由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C919大飞机，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降落北京首都机场，圆满完成
首次商业航班执飞。5月29日8时25分，这架C919正
式开启常态化商业运行，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并于
当日11时05分飞抵成都天府机场。

这意味着，大家翘首以盼、等待长达半个世纪之
久的国产大飞机，正式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
举终结了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国产大飞机的局面，实
现了从0到1的突破。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C919累计获得32家客
户、1035架订单，已与27个国家签订适航证。长期来
看，C919还将更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C919起飞引发狂欢的同时，国产大飞机背后
的航空制造业被寄予越来越多的期待。

航空制造业素有“工业之花”的美誉。按照当下
大飞机投入产出比1：80计算，在维持当下C919国产
化率不变的情况下，国产大飞机有望为产业链企业
带来万亿元量级的市场盛宴。二级市场的表现也折
射出人们的期待，在2020年至2022年3个完整年度
中，大飞机概念股指数上涨幅度大幅超过同期沪指
水平。

机遇往往与挑战并行。中国商飞想要与波音、
空客三分天下，大飞机产业链上的上市公司想要更
好地受益于国产大飞机带来的市场增量，还面临着
两大挑战。

在技术突破方面，国产大飞机国产化率仍有待
进一步提升。打破国际垄断，填补国内空白，实现
自主创新，仍是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的重大机遇和
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市场将起到重要的助力作
用。举例来看，目前国内尚无能够为大型民用飞机
配套生产风挡玻璃的单位。而大型飞机风挡玻璃项
目正是某拟上市公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

在产品供应方面，随着首架C919正式商飞，后续
C919的交付需求有望持续放大。面对越来越多的订
单，如何实现精益化批量生产、高质量交付以及成本
控制将成为相关上市公司面临的问题。

站在当下时点，C919的成功商飞，不仅意味着国
产大飞机终于有了与国际传统飞机制造业龙头一较
高下的可能，也证实了我国高端制造业在世界舞台
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在C919开启重大机遇的
背景下，大飞机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紧抓时代机遇，
书写我国高端制造业的新篇章值得期待。

国产大飞机实现蓝天梦
航空产业链书写高端制造新篇章

记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