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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北段竣工
擬12月起供氣東北 可年輸380億立方米

習近平函賀世界科技與發展論壇：創新促可持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首屆世界科技與
發展論壇昨日在北京召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大會
致賀信。
習近平指出，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

不斷推進，科技同經濟、社會、文化、生態深入協
同發展，對人類文明演進和全球治理體系發展產生
深刻影響。以科技創新推動可持續發展成為破解各
國關心的一些重要全球性問題的必由之路。

習近平強調，中國一貫秉持開放
合作，堅持

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同本國發展戰略和國情有
機結合，努力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希望論壇促進各國科學家、
教育家、企業家攜手合作，凝聚共識，交流思想，
深化合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和
力量。
首屆世界科技與發展論壇由中國科協、中國科學

院、中國工程院聯合主辦，俄羅斯科學工程協會聯
合會共同發起，旨在打造主場高端國際科技合作交
流平台。中國科協主席萬鋼表示，當前，世界多極

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
展，以科技創新推動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是我們
的共同願景。科技創新應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
力，科技發展應遵循全球共同的價值準則，科技合
作應成為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渠道。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與各國經濟社會

轉型和發展形成歷史交匯，大科學的跨界融合特徵更
加突出，催生新知識新技術，推動產業升級發展的源
動力不斷湧現，科技與經濟社會協同共生、融合發
展。但與此同時，世界也面臨着全球氣候變化、能源

資源短缺、糧食和食品安全、網絡信息安全、生態
環境污染、重大自然災害、傳染性疾病和貧困等一
系列風險挑戰。
「這些風險和挑戰，事關我們賴以生存的地

球，事關人類的共同安危。應對這些高度複雜、
充滿不確定性的重大風險和挑戰，沒有哪個國家
能夠獨自承擔、獨立解決，需要各國形成更加緊
密的合作機制，需要各國科技界的通力合
作。」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
表示。

昨日上午在吉林省松原市境內中
俄天然氣管道工程施工現場，

一道焊口就要點火開焊，作為北段整
條線路段7萬多道焊口最後一道未完
成的焊口。當它焊接完成就標誌着中
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工程北段管道全線
貫通。
早在2014年，中俄兩國領導人共同
見證了合作文件的簽字儀式。協議包
括30年的供應時間，每年380億立方
米的供應量（約合3,000萬噸油氣當
量），相當於再造了一個渤海油田，
合同總額達4,000億美元（約3.1萬億
港元），預計從2020年後的30年內，
俄羅斯將向中國市場供應1萬億立方米
天然氣。

整宗工程分3期建設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工程起源於俄
東西伯利亞地區伊爾庫茨克的科維克
金氣田，以及雅庫茨克的恰揚金氣
田。管道途經俄伊爾庫茨克州、薩哈
共和國和阿穆爾州，由布拉戈維申斯

克穿越黑龍江進入中國境內黑河市，
途經黑龍江、吉林、內蒙古、遼寧、
河北、天津、山東、江蘇、上海9個省
份，止於上海市。為合理安排項目建
設周期，分為北段（黑龍江黑河—吉
林長嶺）、中段（吉林長嶺—河北永
清）、南段（河北永清—上海），分
別核准和建設。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工程是目前中

國規模最大的天然氣長輸管道工程。
工程跨越9省84縣、市、區終抵上海
白鶴站。投產後，沿線各個站場將通
過位於黑河的0號閥室傳輸的光信號，
實時讀取俄方運營方傳輸的數據。目
前，0號閥室已經全部建設完成，具備
從俄羅斯西伯利亞力量管道俄方計量
站到黑河首站的進氣條件。

北段全程全自動焊接
該管道投產後將每年穩定輸送380億

立方米的清潔能源，是中國繼中亞管
道、中緬管道後第三條跨境天然氣長
輸管道，真正意義實現中俄兩國能源

上的互聯互通。
其中，北段工程管道總長1,067公
里。採用目前國內最大口徑、最高鋼
級、最大壓力的天然氣管道，對焊接
工藝要求極為嚴苛。為了保證所有的
焊口萬無一失，線路段100%採用全自
動焊接工藝。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工
程八標段全自動機組機組長孫雲彬
說：「施工過程中管壁厚、管徑大和
高水位等成為施工難主要難點，我們
先後多次邀請焊接專家互相討論，最
終採取沉水減壓等方式克服了各種焊
接困難。」
中國石油管道公司黨委書記、總經
理姜昌亮說，「北段工程已實現同在
役的哈瀋、秦瀋天然氣管道互聯互
通，12月1日，這個項目將正式接收俄
氣，第一年我們將引進50億方俄羅斯
的天然氣，屆時黑龍江、吉林、遼
寧、河北、天津、北京等省市將直接
受益。這個項目的投產將為東北地
區、京津冀地區天然氣保供和打贏藍
天保衛戰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作為中俄天然氣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投資600億元

人民幣的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北段的最後一道焊口昨日完美焊接，這也標誌着黑龍江黑河至吉林長

嶺段全線貫通，12月1日，該項目將正式接收俄氣，中國與俄羅斯醞釀10年所簽訂的「世紀大單」

天然氣合作協議，又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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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
界知識產權組織16日發佈的年度報
告《世界知識產權指標》顯示，
2018年全球專利、商標及工業品外
觀設計申請量再創新高，其中中國
專利和商標申請數量最多，推動了
知識產權需求的整體增長。
這份報告說，2018年全球創新者

共提交了約330萬件專利申請，連續
第九年實現增長，漲幅為5.2%；全
球商標申請活動達到約1,430萬類，
而工業品外觀設計的申請總量約130

萬件。亞洲的專利、商標及工業品
外觀設計申請量佔總量的三分之二
以上。

受理專利申請數量居首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幹事弗朗西

斯．高銳表示，亞洲已經成為全球
創新樞紐，亞洲國家在居全球經濟
中心地位的專利、商標、工業品外
觀設計和其他知識產權的申請量上
繼續超越其他地區，僅中國就佔了
世界專利申請量的近一半，印度也

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增長。
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國家知識產

權局受理的專利申請數量達到約154
萬件，佔全球總量的46.4%，數量相
當於排名第二至第十一位的主管部門
受理的申請量之和。排在中國之後的
分別是美國、日本、韓國和歐洲專利
主管部門，上述主管部門受理的申請
數量共佔世界總量的85.3%。
美國仍是向境外提交專利申請最

多的國家，這表明其向新市場擴張
的意願強烈。排在美國之後分別是

日本、德國、韓國和中國。
商標方面，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

受理的申請活動數量最多，涵蓋大
約740萬類，其次是美國、日本、歐
盟和伊朗。排名前20的相關主管部
門中，2017年至2018年受理商標申
請數量增長最快的分別在印尼、中
國、印度、韓國和英國。
此外，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2018年

還受理了5,760件植物品種申請，較
2017年增長了29%，佔2018年全球提
交的植物品種申請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內地去年專利申請量佔全球近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商務部網站消息，《中華人民共和國
政府與新加坡共和國政府關於升級〈自由貿易協定〉的議定
書》（以下簡稱《升級議定書》）於昨日生效。
《升級議定書》對原中星自由貿易協定原產地規則、海關程
序與貿易便利化、貿易救濟、服務貿易、投資、經濟合作等6
個領域進行了升級，並新增了電子商務、競爭政策和環境等3
個領域。雙方商定，《升級議定書》涉及的原產地規則調整將
於2020年1月1日起實施。
升級中星自貿協定，是落實兩國元首重要共識，豐富和充實
兩國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合作夥伴關係的重要舉措。兩國在互利
共贏的基礎上，在廣泛領域達成高水平自貿協定，樹立了規模
差異巨大的國家間開展互利合作的典範，在兩國經貿發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義。《升級議定書》生效後，將有助於推動雙邊
經貿關係取得更大發展，不斷增進兩國企業和人民的福祉。

中星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生效

中俄天然氣管道工程時間表
2014年9月 俄羅斯境內段開工

2015年6月 中國段開工

2016年6月 黑河段開工

2017年10月 首條穿江隧道貫通

2019年10月 北段（黑河—長嶺）
投產

2020年年底 全線貫通

2024年 輸氣量最終可達到
每年380億立方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中俄東線天然氣項目是中
國首條採用 1,422 毫米超大
口徑、X80高鋼級管材、12
兆帕高壓力等級的世界上單

管輸量最大的跨境長輸天然氣管道工程，
這種組合在中國管道工程建設上還是第一
次。「黑龍江冬季氣候低至零下40℃，施
工機器在低溫環境下難以正常運作。加上
管道沿線環境複雜，水網沼澤和林帶交替
分佈，增加了施工難度。」施工現場的工
程師陳鵬坤說。

經2年建設 結48項成果
據了解，為應對冬季施工，中國石油管道

公司2015年6月首先是開始建設北段的試驗
段，為全年建設開始「鋪路」。經過2年建
設，試驗段取得的48項成果為工程全面開工
建設提供了科學數據和標準規範。

施工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不僅是溫度，風
速也會影響施工進度。陳鵬坤解釋，原來
是在焊接過程中，焊接口遇水會令管道出
現裂縫，若風速過大，使用液態焊料時或
會影響連接的位置，令焊接出現間斷，造
成漏氣。

掃碼知狀態 全智能管理
每條管道上都有兩個專屬二維碼，經現

場施工人員介紹，這兩個二維碼一個是出
廠時就帶的，另一個是焊接後由施工人員
貼上，兩個二維碼分別可查出生產和施工
期間的相關資料。二維碼亦能協助記錄管
道位置，只要查詢後台數據庫，便可查閱
詳細資料，方便人員管理及維修，實現大
數據體系架構。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過境段控制性工程
項目經理伍迅介紹說，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以「全數
字化移交、全智能化運營、全生命周期管理」為理
念，通過「移動端+雲計算+大數據」的體系架構，
集成項目全生命周期數據，實現了管道從建設期到運
營期的全智能化管理。

充分顧環境 管道埋地底
伍迅補充說道，整體工程充分考慮到生態保護，工

程完成後，管道將埋在地底1.2米，地面不能興建建
築物，但會種植灌木或小麥，恢復生態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北段是中國首條智能管道試
點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

■■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北段的最後一道焊口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北段的最後一道焊口
昨日完成焊接昨日完成焊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香港文匯報記者于海江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