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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薇）我国能源企业深

度参与进博会，开放国内市场和资源，从海

上到陆上，从油气到新能源，从开发到炼

销，吸引国际同行参与中国能源市场。记

者从中国石化、中国石油获悉，截至目前，

两家企业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供应商签订

568.9亿美元的采购协议。五年来，两家企

业累计签约近3000亿美元。

第五届进博会上，中国石化与来自14

个国家、地区的34家合作伙伴采购签约，涉

及原油、化工品、设备、材料等11大类、26

种产品，采购签约金额达401亿美元，五届

进博会中国石化累计签约超2000亿美元。

中国石化透露，与往届相比，今年欧洲地区

进口签约规模稳定增长，北美地区进口签

约规模比上届进博会增长86%，加拿大供

应商首次出现在进博会签约仪式。

中国石油分别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和

科威特石油公司、佳施加德士株式会社苏

州贸易公司、联益集团中国公司、哈里伯顿

（中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斯伦贝谢、特纳

集团、韩国梨树爱克莎化工有限公司等来

自全球30家合作伙伴签署30份采购协议，

合同总金额达167.9亿美元。五年来，中国

石油将进博会作为加强国际商务合作、展

现企业良好形象的重要平台，成功举办五

届中国石油国际合作论坛，与全球伙伴融

通贸易、共促合作，累计与142家供应商采

购签约金额927.9亿美元。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未来中国

的低碳环保市场空间巨大。本届进博会上，

中国石化宣布将与壳牌、宝钢股份、巴斯夫

开展合作研究，在华东地区共同启动我国首

个开放式千万吨级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

用与封存）项目，为华东地区现有产业脱碳，

打造低碳产品供应链。中国石油正持续提

升天然气在能源供给结构中的占比，加快核

心技术攻关突破，新组建成立深圳、上海、日

本、迪拜四家新型研究院，节能降耗、新能源

等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取得新成效。

“两桶油”签568.9亿美元大单

“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吸引

众多观众，与元宇宙相关的展

品，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十分耀

眼。各大展商努力让广大观众

看见“看不见”，摸着“摸不着”。

元宇宙将催化跨学科、跨行

业融合，并将场景逐渐从“娱乐化”

转向“工具化”，以寻求产业应用的

加速落地。元宇宙将成为产业数

智化革命中的重要一环，并从中

长期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德勤

此次在进博展台上推出的元宇宙

体验中心，在“数字孪生”“移动出

行”“遥远祝福”和“未来制造”四个

不同的应用场景中，让参与者感

受到元宇宙技术带来不断优化的

数字化生活体验。

2021年，被称为是元宇宙元

年。随着一系列元宇宙硬件设

备、软件应用落地迭代，元宇宙从

纯粹的概念，到虚实结合更好更

广地体验真实世界。在感知方

面，除视觉、听觉外，未来触觉、嗅

觉、味觉，以及光、声、电、热、磁

等，都能进行数字化。在此次的

进博会上，首次参展的全球游戏

引擎开发商Unity，带来象征着实

时3D技术繁茂发展的“生命之

树”，全方位展现虚实交互在各领

域的最新落地应用。

元宇宙是对当今世界经

济、社会中的“效率”和“价值”问

题的又一次思考。元宇宙作为连

通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载体，

在不断创新和自我蝶变中改变世

界的运行方式。安永今年参展进

博会，聚焦可持续和元宇宙“双轮

驱动”，共享元宇宙和数字孪生

类各类解决方案。

以技术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新动

能，这也让元宇宙迎来全新的

发展机遇。“虚实结合、以虚强

实”是上海元宇宙发展规划最

鲜明的一个特点。2021年12月

30日，上海发布《上海市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这

是全国首次将元宇宙写入地方

产业“十四五”规划内；2022年7月8日，上海

发布《上海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

（2022—2025年）》，其中明确2025年元宇宙

相关产业规模目标实现3500亿元。

无论是解决方案，还是数字产品，此次进

博会上推出的元宇宙产品，都透露着这样一个

信号：元宇宙一定不是另一个网络世界，它必须

是和实体融合的模式，解决用户在特定场景下

的刚需和痛点，满足用户价值和客户价值。我

们应主动把握全球元宇宙发展机遇和战略布

局，真正加强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给实体

经济带来更多增量。

罕见病创新药亮相 抗病毒新药“亚洲首秀”

跨国药企投资中国正加码

进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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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诺菲疫苗展台，新一代智慧

无人疫苗接种舱亮相。坐上这个类

似“头等舱”的设备，接种一剂疫苗平

均只要35秒左右。全新升级的智慧

无人疫苗接种舱可以通过AI在线预

约、人脸识别、系统接种信息匹配（三

查七对一验证）等方式实现疫苗接种

前的智能化。通过人体工程学设备、

视觉识别、红外测温等实现3D靶点

定位扫描，进而实现全自动接种。此

外，它具有全环境标准冷链存储，自

动识别疫苗、包装拆解安装、传输等

功能，能实现疫苗的可追溯与安全存

储和接种场景下的“零差错”取苗。

图为赛诺菲疫苗无人疫苗接种舱

本报记者 左妍 陈炅玮
摄影报道

肿瘤创新药、罕见病创新药、最新获

批的疫苗……记者在本届进博会上看

到，药企巨头纷纷携已上市和即将上市

的全产品矩阵、全球首发产品及创新解

决方案亮相。进博会已成为加速创新成

果引入和落地的“驱动器”和“孵化器”，5

年来激励着展商不断加大在中国市场的

投资力度，本土产业链日益完善，业务成

绩斐然。

借力溢出效应
加速成果落地

过去，中国患者想“用得上”创新药，

通常会比国外晚5至6年，借进博平台和

政策红利，大量创新药能在短时间内进

入中国，开展临床试验，加速获批。

武田制药是进博会的“老朋友”，得

益于进博会强大的“溢出效应”以及中国

政府优化审批审评、加速新药获批的一

系列强有力举措，武田制药的“中国速

度”令人瞩目。自2018年首届进博会以

来，武田制药已有5款罕见病领域创新产

品在华获批。本届进博会上，抗巨细胞

病毒（CMV）感染或疾病治疗的马立巴韦

迎来“亚洲首秀”，这是目前全球首个且

目前唯一获批用于治疗成人器官移植或

造血细胞移植后，难治性（伴或不伴耐药

性）（R/R）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或疾病

的药物。

进博会五年间，诺和诺德累计有18

款创新药、10款注射装置在进博会展示，

其中10款在进博会首展。例如全球首个

基础胰岛素GLP-1受体激动剂注射液诺

和益去年获批即首展，今年3月正式在中

国上市。

欧唐静（恩格列净）是勃林格殷格翰

展台上的明星产品，2022年8月在中国

获批新适应症，是首个且目前唯一获批

用于治疗症状性慢性心力衰竭成人患者

的SGLT-2抑制剂。此外，罕见皮肤病泛

发性脓疱型银屑病（GPP）“克星”佩索利

单抗也在进博会上亮相。受益于“中国关

键”项目的推动，佩索利单抗是勃林格殷

格翰第一个中国参与早期临床试验并实

现全球同步递交注册申请的创新药，有望

于2022年内在华获批。

赛诺菲旗下的达必妥是名副其实的

“进博宝宝”，它已五度亮相进博会。每

一次来，都带着一点进步和变化。2022

年6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

准达必妥用于治疗6个月至5岁婴幼儿

中重度特应性皮炎（AD）患者，这也意味

着达必妥是目前唯一被证实可实现全人

群特应性皮炎患者长期控制的系统性药

物。携婴幼儿新适应症奔赴进博会，加

速惠及全人群AD患者。

助力本土医疗
持续加码投资

搭乘着“进博快车”，罗氏制药四年

来共展示了超30款新药和新适应症。今

天，罗氏中国加速器举行了成员企业集

体亮相及授牌仪式，11家罗氏中国加速

器现有成员企业首度集体亮相。现有的成

员企业已与罗氏中国创新中心达成8项早

期研发合作，共同探索新的科学方向和技术

平台。加速器亦将推动张江新型创新生态

圈和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全新的罗氏中

国加速器大楼位于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

园区，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将在2023

年春季投入使用。

早在2004年，罗氏就在中国成立了

研发中心。2019年追加投资8.63亿人民

币将研发中心升级为全新的罗氏上海创

新中心。2021年，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

的罗氏中国加速器启动，赋能中国本土

医疗创新生态圈建设。2022年，追加投

资近2.5亿元人民币作为营运资金，进一

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投入。同时，罗氏

上海创新中心正式升级为罗氏中国创新

中心，拥有新药研究与早期开发的独立

决策权。

乘着进博会的东风、进一步打造公

司中国本土产业链，成为不少企业共

识。诺和诺德参展进博会五年，在中国

四次投资，深化全产业链布局。2019年

至2021年对天津工厂完成超过5亿元人

民币的投资，引进了3条预填充注射笔生

产线；2020年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投资2亿元人民币，成立诺和诺德（上

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2021年，诺和诺德

在华增资1.5亿美元，继续提升产能，打造

数字化工厂；2022年，位于诺和诺德天津

生产厂的高架立体仓库奠基。新仓库将

成为诺和诺德迄今为止最高的高架立体

库，项目预计投资约5亿元人民币。

从展品到商品，从展商到投资商，5

岁的进博会依旧拥有着超强魅力，吸

引着新老朋友来了又来。越来越多的

跨国企业坚定在华发展信心，拥抱中

国机遇。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