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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海口4月14日电 （记者
吴茂辉 王存福）14日，在第四届中国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开展期间，中国（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举办2024中国消费发

展论坛，并发布《释放服务型消费的巨

大潜能——2024年中国消费研究报

告》。报告称，我国服务型消费呈现较

快增长态势，未来仍有巨大增长潜力和

升级空间。

报告称，我国消费结构在修复中形成

升级态势，服务型消费比重回升。2023

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2.5%，比2013年提升32.3个百分点，成

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其中，线

下消费、接触式消费较快反弹，服务型消

费比重止跌回升；城乡、区域服务型消费

差距有所缩小；淄博烧烤、“尔滨”冰雪旅

游等特色服务型消费爆款接连涌现。

报告认为，未来我国服务型消费仍

有巨大升级空间和增长潜力，包括人口

老龄化带来养老服务需求、“以旧换新”

带来服务型消费增量、数字经济发展催

生服务型消费新业态、户籍人口城镇化

激发服务型消费潜力等。初步预测，到

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

水平占消费支出水平的比重，有望从

2023年的45%提升到50%以上。

包括“以旧换新”带来增量、数字经济发展催生新业态等

我国服务型消费有巨大增长潜力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国家安全坚强保障
——写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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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企开拓记”之六

创业头几年，哲弗智能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CEO李飞常常在公开场合“变魔术”：拿

起一烧杯无色无味液体，直接往随身携带的笔记

本电脑上浇，液体迅速流进裸露的键盘，而电脑始

终正常运行；再把液体倒在彩页笔记本上，用手反

复使劲搓，纸张依然平整，字迹也没有任何变化。

李飞展示的这款“神奇液体”，名叫全氟己

酮，是他一次访问法国时偶然发现的，因其具有

不导电、无毒害且能抑制火灾等特点，被卢浮宫

选用于保护油画艺术品。

那它是不是可以用于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的

火灾防控？李飞敏锐地嗅到这一应用方向，于

是在2015年投身创业。9年后的今天，哲弗智

能已凭借全氟己酮液体，在国内开创性地提出

以液冷散热代替风冷散热的方式，成为行业内

稀缺的锂电池热安全系统级产品提供商。

坚持梦想不断直面挑战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上升，不过，

其搭载的锂离子电池却始终面临一项安全性挑

战——热失控问题，即当电芯内部短路时，造成

的热失控会在短时间内释放大量热量与可燃气

体，继而引发整个电池包起火，造成严重后果。

能不能给电池也做个“安全气囊”？以全氟

己酮液体为突破点，哲弗智能探索为锂电池做一

个从热控制、预警到火灾抑制的闭环电池安全管

理系统。“全氟己酮液体能有效地抑制电池热失

控并防止复燃，还具有无色无味、无毒无害、绿色

环保等优点。”李飞告诉记者，尽管液体本身并不

稀奇，但大多数人没想到可以用它生产抑制剂，

为锂电池进行液冷散热。

灵光乍现后，李飞创立了哲弗智能，带领公

司团队开始落地调研，寻找各种可能性，一遍又

一遍对其特性进行实验与分析，带着产品应用方

案一趟又一趟与国内权威消防研究所、业内专家

沟通论证。

最终，这一方案被证实可行，哲弗智能也拿

到了国内首张电动汽车行业与全球首张储能行

业《消防产品技术鉴定证书》，填补了国内外该行

业的技术空白。基于此开发的哲弗锂电池数智化

热安全闭环防控管理系统也成为业内首个采用液

体对锂电池热失控进行温度管理与火灾抑制的

产品，现在被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系

统、充换电系统、互联网数据中心、通信基站、新

能源船舶和轨道交通等领域。▼ 下转第三版

哲弗智能创业9年凭借创新成为汽车锂电池热安全系统级产品提供商

一瓶“魔液”变出新能源车“电池安全气囊”
■本报记者 张天弛

哲弗智能员工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国际融合中，把舞台留给年轻人

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揭牌
 刊第二版

作为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剧目，中意合作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创意和视角。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届“上海之春”闭幕剧目《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上海男排夺队史
第  个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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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段运用“罗西尼渐强”与“急口令”式

的咏唱赢得满堂喝彩，首演于1816年的意

大利歌剧昨晚在申城春夜里焕发勃勃生

机。作为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

演出，罗西尼经典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由上海音乐学院与意大利科莫歌剧院联合制

作、中外演员同台演绎，为“上海之春”这一申

城“文艺四季歌”，唱出喜悦动人的第一乐章。

高达44%的新人新作、30%以上的国际

演出、主体演出总量，创下一连串历届之最。

从开幕式奏出全国范围内庆祝新中国成立75

周年相关文化活动的第一记主题强音，到闭

幕演出以中外合作彰显亚洲演艺之都的文化

包容性和艺术活力——过去20多天里，66台

主体演出、10项专项主题活动以及丰富多彩

的展演活动此起彼伏，写就上海努力建设习

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火热篇章。

时代佳作以昂扬姿态竞相上演

多场展现山河之美、文化之美，抒写奋

斗之志和发展之果的主题演出，在春之舞台

一一亮相，让这个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

和上海文化的金名片春意盎然。文明互鉴

的交流之花盛放于“上海之春”，中国故事、

上海精彩的新篇在这里被见证、被书写。当

春天的“第一声”奏响，上海将在建设“国内

领先、国际一流”文化节展赛会顶流城市的

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一批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

点的音乐舞蹈作品，以昂扬姿态竞相上演。

从《红旗颂》《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到《鲜

红的太阳》《新时代》，“浦江春潮 · 启航新

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主题音乐会，由俞峰执棒总计350余人的阵

容创下“上海之春”舞台新纪录。再度演出

《红旗颂》让94岁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由衷

感慨：“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用音乐倾诉对‘红旗’的挚爱，讴歌伟大

祖国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很有意义！”

从大型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

丹》、交响组曲《浏阳河之光》、“天山南北”

音乐会到民族舞剧《醒 ·狮》等，春之舞台描

绘伟大祖国的万千气象。唢呐、信天游、说

书歌颂了陕北人民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编

钟与民族管弦乐《千年绝响》敲响穿越千年

的钟声，回望繁盛的泱泱中华；《醒 ·狮》以今

日之醒狮人回望先辈的姿态，在舞蹈中抒发

华夏文化颂扬久远的民族复兴梦圆愿景。

中外交流交织成动人“上海精彩”

本届音乐节进一步提升国际化程度，

致力于把“上海之春”打造成更具国际影

响力和全球美誉度的对外文化展示平台。

24台国际演出来沪交流，占主体演出

总数比例超过30%，创下历届之最，团队

来自德、奥、意、法、俄、美、日等10余

个国家。这些演出既有国外音乐原汁原味

的经典演绎，也有中外艺术家同台表演的

交流合作。中意合作罗西尼歌剧《塞维利

亚的理发师》作为音乐节闭幕演出，结出

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绚丽花朵。上海音乐家

协会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廖昌永表

示：“我们希望通过‘上海之春’平台，引

进优质的、国际性的项目；也通过这样一

个对外文化展示平台，把这里优秀的剧

目、节目介绍到海外的艺术节，让更多的

国外朋友了解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

国的民族文化，同时也体现上海这座国际

大都市的文化艺术影响力。”

今年恰逢中法文化年，“上海之春”搭建

了一座中法文明互鉴的音乐文化之桥。

▼ 下转第六版

  台主体演出盛装上演，第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昨晚华丽收官

喜悦动人，是上海春天的第一乐章

■本报记者 姜方

能分解聚酯生物材料的生物酶，或

许能真正解决废弃塑料的污染问题；利

用大肠杆菌生产大宗化学品原料，有望

摆脱人类对石油的依赖；打开“上帝视

角”生产抗癌药物，或能破解新药研发

的“双十魔咒”……近年来，合成生物学

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被认为

是继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和人类基因

组测序之后的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

2018年，全球合成生物学市场规

模只有53亿美元，2023年一举超越

170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达27%。合

成生物学为何这么“热”？昨天在沪发

布的《中国合成生物产业白皮书2024》

给出了答案。《白皮书》预测，2028年全

球合成生物产业市场规模将接近500

亿美元；到本世纪末，合成生物将广泛

应用于占全球产出三分之一以上的制

造业，创造价值达30万亿美元。

与上海三大先导产业都
有交集

合成生物学是典型的多学科交叉

领域，其目标是根据工程学思路将设计

好具有特定功能的生物元件，辅以基因

编辑、基因合成与组装等技术手段，共

同完成一套生物体系的定制合成，用来

生产各种人们所需的物质，行使全新的

功能。它既可以自上而下地“改造”生

命，又可以自下而上地“创造”生命。

在上海合成生物学创新中心理事

长、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付

小龙看来，近年来合成生物学的高速发

展得益于生物技术的进步，以及以AI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跃。合成生物

学与上海三大先导产业——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都有交集。

有意思的是，“合成生物学之父”汤

姆 ·奈特曾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

能实验室科学家，在感叹摩尔定律即将

走向终结时，这位计算机领域的大咖以

60多岁的“高龄”转向生命科学的怀抱。

在他看来：“既然从物理角度无法提高计

算机性能，为何不试试生物活细胞呢？”

2008年，汤姆 ·奈特与4名麻省理

工学院生物工程博士在波士顿创立了

GinkgoBioworks，目前该公司已发展成

平台型合成生物学龙头企业。它由代

码库和细胞铸造工厂两部分组成，截至

去年底，公司的代码库已积累超过20

亿个基因信息。

产业上中下游都蕴含巨
大商机

“合成生物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比较罕见的能够把

技术和产业在一条较短链条内连接起来的领域，且无论上中下

游都蕴含巨大的商业机会。这也是近年来合成生物学能够快速

发展的重要原因。”付小龙说。

这条不算长的产业链充满颠覆性创新的可能性——上游聚

焦使能技术的开发，包括蛋白质设计、自动化/高通量化和生物

制造等；中游主要是一些平台型企业，负责对生物系统及生物体

进行设计、改造；下游则涉及人类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包括生

物医药、农业、消费个护、大宗化学品和生物能源等。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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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湫莎

探路新质生产力

发展启示

以“链式”思维进一步思考
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从一辆新能源车
看产业升级与变革

链式创新的未来意义

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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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育新，围绕新质
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培育链
主企业，通过强链补链延链
做强主导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