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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年实现半年销量破百万，长安汽车如何实现全面向上？
近日，长安汽车今年上半年销

量出炉，累计销售121万辆，较去
年增长8%。这已经是长安连续3
年实现半年销量破百万。

其中，长安自主品牌新能源1-
6月累计销量17.6万辆，同比大增
107.2%，6月销量达39734辆，同
比大增117.5%。在海外板块，1-
6月长安汽车自主品牌实现销量
11.6万辆，同比增长14.3%。

不仅总销量上占据市场头部
地位，在如今任何一个行业细分的
榜单上，长安都名列前茅，产品力
整体不断推高，品牌认可度稳步提
升。

横向比较业内众多整车厂，长
安身上所呈现的这种几乎没有短
板的体系性优势十分少见。纵向
比较，长安目前全面向上的良性态
势，也是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很
多人都想知道，长安取得目前的发
展成果，背后到底做对了哪些事？

打出面向“世界一流”的“组合拳”

今年4月，长安汽车发布全球化
“海纳百川”战略，计划到2030年，海
外市场投资突破100亿美元，海外市
场年销量突破120万辆，海外业务从
业人员突破1万人，将长安汽车打造
成世界一流的汽车品牌。

至此，长安形成新能源“香格里
拉”、智能化“北斗天枢”、全球化“海
纳百川”三大战略支撑的发展格局。

回溯长安最近3年取得的市场佳
绩，可以发现与上述战略间的直接关
联。

2017年10月，长安正式发布“香
格里拉”计划，计划2020年建成三大
新能源专用平台，2025年全面停售传
统燃油车，并实现全谱系产品的电气
化。

随着计划的推进，到如今已推出
深蓝SL03、阿维塔11等数十款新能
源车型，掌握氢燃料电池、长安智电
iDD、原力电动三大新能源动力系统。

智能化“北斗天枢”战略，则是长
安于2018年推出的重点战略，主要
加强布局智慧出行、人工智能、芯片、

高精地图、语音交互、全息技术等领
域，同时宣称2020年开始将不再生
产非联网新车，实现 100%联网，
100%搭载驾驶辅助系统。这在当时
被业内视为长安倒逼自身加快向智
能出行科技公司转型的一大“狠
招”。如今，长安已实现IACC集成式
自适应巡航、智能语音等100余项技
术量产，为实现驾驶平台量产及大规
模商业化运营打下牢固基础。

对于许多业内人士而言，长安提
供的宝贵经验在于：如何审时度势，
抓牢行业格局变化关键点，实现全面
提升。

如今长安全球化“海纳百川”战
略的推出，依然遵循上述经验逻辑。

向外看，长安捕捉到新一轮全球
化和新能源转型窗口期的到来，并清
醒地认识到，自主品牌汽车走出去，
将成为寻求未来结构性增量的关键。

向内看，以长安为代表的自主车

企已在技术、品牌、服务等领域建立
起国际竞争优势，凭借新能源智能网
联实现了产业能级的跃升。

于是，长安以三大战略为依托，
面向“世界一流”目标，品牌、产品、技
术多路并进，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
拳”。

构建差异化品牌 实现主
流市场全覆盖

构建差异化品牌价值，是长安在
三大战略支撑下，走的一步关键棋。

以“香格里拉”计划为例，根据该
战略，长安将全面进行电动电气化转
型，到 2025 年停售传统意义燃油
车。为实现这个目标，长安汽车进行
了一系列品牌调整，首先是整合长安
主品牌旗下的燃油车型，向新能源进
行转变，目前已经推出了UNI-V智
电 iDD、UNI-K智电 iDD、长安Lu-
min等新能源车型。

同时，长安推出阿维塔品牌和深
蓝汽车品牌，这两大品牌各自有十分
鲜明的差异化特征。其中，阿维塔定
位于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全球品牌，深
蓝汽车则注重技术创新和智能互联，
面向关注科技尝鲜的年轻人群，致力
于提供优质用户体验。再加上长安
主品牌的新能源产品，长安新能源的
产品矩阵已实现10—60万元市场区
间的全覆盖。

近期，长安构建上述三大品牌矩
阵及其细分序列，一起形成了相互支
撑的品牌架构，助力长安“全面发力，
全面向上”。长安乘用车产品均价逐
年递增，近5年共提升22.9%，其中阿
维塔产品售价已突破40余万元，深蓝
SL03已成20万级新能源产品中一颗
冉冉升起的新星。

此外，3月智电iDD家族和阿维
塔11单电机版相继上市，6月深蓝S7
上市，以及长安启源 A07、阿维塔

E12等车型下半年即将亮相。有市场
观察人士指出，长安各品牌新产品的
密集推出，将进一步夯实目前取得的
市场优势。

打造最强“六边形战士”

“全面发力，全面向上”的态势，
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了长安的拳头产
品中。

6月25日，深蓝汽车旗下第二款
产品深蓝S7正式上市，其中，深蓝S7
增程版凭借5大行业首发，2大同级
首发，31大同级领先的越级产品配
置，以及高颜值、高科技、大空间和强
续航、强动力、多样的补能方式等，在
同类竞品中极具综合竞争力，不但广
受消费者关注，还被业内人士誉为汽
车界最强“六边形战士”。

同样备受业内关注的阿维塔11，
也具有高颜值、高“智”商、高性能等
硬实力，不但配备宁德时代新一代
CTP三元锂电池包，搭载华为新一代
双电机，还拥有超感系统+超算平台，
可实现面向城区复杂路况的高阶智
能驾驶。

一系列重点新产品的背后，映射
出长安对产品设计、新能源技术、高
水平制造、数字化等方面的全面重
视，并采取了全面发展战略。

例如，在新能源技术上，长安已
实现多路径全覆盖，目前掌握了氢燃
料电池、长安智电 iDD、原力电动三
大新能源动力系统，和MPA、EPA、
CHN、SDA四大新能源、智能化平台
架构；掌握新能源“大三电”等核心技
术400余项，发布七合一智能整车域
控制器（长安智慧芯）；自主研发iBC
数字电池管理系统，能有效避免电池
整包热失控。

在智能化方面，长安已掌握视觉
感知、多模融合等 200余项核心技
术，同时已实现IACC、APA6.0、智能
语音、飞屏互动等80余项智能化功能
在量产车型上的搭载，并发布智能品
牌——“诸葛智能”。

如今，长安已建成了国内首个
“数字化双胞胎工厂”，应用智能
AGV、机器视觉、车载ECU在线刷写
等技术，实现多车型混流、稳定生产；
采用工业互联网方案开发长安智慧
工厂平台，并全力打造行业“灯塔工
厂”。

未来，长安将坚定第三次创新创
业，稳中有进向智能低碳出行科技公
司转型，助力“新汽车”“新产业”重
塑，全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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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发布“海纳百川”计划

长安汽车2023年1—6月销售数据

□本报记者 张亦筑

7月11日，2022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奖获
奖名单公布，100项成果获奖，其中自然科学奖
24项、技术发明奖7项、科技进步奖69项；10家
企业荣获企业技术创新奖。这些成果完成人和
团队在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促进科技进步等方
面为重庆科技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12日，记
者对部分获奖对象进行了采访。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引起业界轰动的“中国芯”中

有重庆硬核科技

2022年1月，中国首颗全自研8K 120Hz
超高清AI画质芯片正式发布，标志着我国超高
清视频产业8K关键技术产业研发和产业化取得
重要突破。

这颗引起业界轰动的“中国芯”，就融入了重
庆的硬核科技成果——由重庆邮电大学高新波
教授牵头完成的“基于内容生成的视频画质提升
理论与方法”，为芯片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技
术支撑。为此，这项成果也获得了2022年度重
庆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8K是一种更接近人眼真实视觉的超高清技
术，可以给人们带来更加真实、震撼、更具沉浸感
的视觉体验。这样的体验，离不开支持8K超高
清显示的智能终端，更离不开智能终端的硬核

“大脑”——8K超高清显示芯片，这也是当前超
高清显示产业的竞争关键所在。然而，相关核心
关键技术匮乏，严重制约了我国超高清显示产业
的发展。

针对超高清视频画质提升算法与其芯片化
研制的重大需求，来自重庆邮电大学、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的项目团队展开了深入研究。

如何高效和低功耗地生成更高质量的视频
内容数据提升图像的显示质量？如何构建高性
能和绿色极简的画质提升网络模型，来保证画质
与视觉感受的一致性？如何设计有效且准确可
靠的视觉信息质量评价测度，对生成的超高清视
频画质进行实时监测和有机调控……项目团队
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方法，并将这些成果产品
化，与海信联合研制了上述8K 120Hz超高清
AI画质芯片。

“我们成功填补了国产化超高清画质芯片的
技术空白。”高新波说，这颗芯片可以让各种低质
低分辨率的视频在超高清显示设备上得到高质
量呈现。

下一步，项目团队还将与企业深化合作，通过

产学研协同创新，继续研发画质提升类算法及专
用芯片，发挥在数智科技领域的优势，推动相关学
科建设和产业发展，助力重庆打造四大科创高地、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他们研发的技术让工业高温

烟气余热回收率达到70%以上

冶金、能源、建材、化工等高耗能、高排放工
业能耗占我国工业总能耗70%以上，其中烟气余
热占能耗17%，相当于约4.3亿吨标准煤/年。而
目前国内现有烟气余热回收率仅为29%，仍有巨
大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上述行业烟尘排放量约260万
吨/年，占工业烟尘总排放量的65%左右，面临极
大的减排压力。

“高温工业烟气余热回收及净化对节能减
排、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作用。”重庆
大学教授廖强说。

近年来，重庆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
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组成项目团队，由
廖强牵头开展“工业高温高含尘烟气余热深度回

收及净化技术”攻关，相关成果荣获2022年度重
庆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工业高温烟气温度高达800℃—1200℃，
具有成分复杂、含尘量高、腐蚀性强、工况变化大
等特点。”他介绍，这使得烟气余热回收和净化装
置存在滤料堵塞和再生困难、换热面积灰、磨损、
腐蚀及余热回收和净化效率低等技术瓶颈。

对此，项目团队将工业高温含尘烟气分为3
种典型烟气，即高温含凝结性尘粒烟气、高含尘
含腐蚀性成分及水蒸气烟气、低浓度含亚微米级
尘粒烟气，创新提出高温凝尘自适调控粘附捕集
与动态抑尘置换脱附技术、基于三维超大拓展表
面传热部件的蓄/换热耦合高效连续余热深度回
收技术、梯度孔结构膜过滤元件制备技术。

在此基础上，项目团队还进行了关键技术优
化集成，成功研制了高温高含尘烟气余热深度回
收及净化一体化技术及装备，使项目成果既适用
于单独典型高温含尘烟气，又适用于具有多种复
杂组分烟气尘粒和腐蚀性气体成分的高温含尘
烟气。

据悉，该装备能够实现余热回收率70%以
上、净化效率99%以上，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目前，项目成果已在电力、冶金等行业30

余家企业得到推广应用，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云端预警+线下检测使新能源

汽车“心脏”更安全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直接影响
整车安全表现。近年来，因动力电池热失控造成
的整车自燃事故时有发生。

围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安全监测管控技
术开发的需求迫切，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赛力斯汽
车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开展了项目攻关，相关成
果获得2022年度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过去，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存在失效机理解
析难、云端监测预警粗、线下检测设备缺、车端智
能管控弱等难题。为此，项目团队提出了“逆向
数据+正向建模”的融合解析方法，开发出高精
度云端预警技术，并研制了线下快速无损安全检
测装备，形成车端智能安全管理系统。

2022年12月，由中国汽研牵头建设的全国
首个新能源汽车检测站在重庆正式投用。除了
有传统的检测装备外，这里配备了充电检测、电

安全检测等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电机、电控
的专用检验装备，其中部分检测装备就来自项目
团队的研发成果。

据介绍，这些检测设备可以检测新能源汽车
电池健康度、容量衰减、电池自放电等，发现新能
源汽车的安全隐患，避免电池自燃等危险发生。

此外，项目团队通过高精度云端预警技术，
打造新能源汽车预警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对汽
车安全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可以实现线上筛查风
险车辆，推送至线下进行专用装备检测。

目前，项目团队研发的预警技术应用于国家
监管平台、重庆地方平台、企业平台等360余万
辆新能源汽车监测管控，开发的电池管理系统应
用于100余款车型，实现直接收益49亿元，显著
降低了车辆自燃的风险。

企业技术创新奖
全球首个钢铁智慧中心让员工

远离危险高效生产

钢铁生产工序多、强度大，现场环境复杂。
在宝武韶钢炼铁车间，高炉内不断旋流的铁水温
度高达1500℃，比火山爆发喷涌出的岩浆温度
还高。

不过，得益于中冶赛迪信息技术（重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冶赛迪信息）牵头建设的全球
首个钢铁智慧中心——宝武韶钢智慧中心，400
多名员工从重大危险区域撤离了出来，只需坐在
5公里以外的集控中心远程作业即可，并且总体
劳动生产率提升近40%，安全又高效。

实际上，这只是中冶赛迪信息在全球范围内
率先开展钢铁企业全面信息化与智能化升级，打
造的多个行业标杆项目之一。

近年来，其致力于用大数据技术、智能化手
段构筑数字世界，利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大
数据架构的数字工厂模型，构建从智能装备到智
能车间再到智能工厂建造、生产、运营与决策全
方位的解决方案体系，为全球30%钢铁产能赋
能，覆盖宝武、新日铁等国内外数十个企业，引领
了行业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发展，也成为全市最大
的软件企业。

“之所以能成为行业引领者，与企业高度重
视科技创新密不可分。”中冶赛迪信息相关负责
人说。

据悉，中冶赛迪信息通过构建多元投入机
制，近3年平均研发强度15%以上，累计研发投
入超5亿元，为科技创新持续发展提供了充足资
金保证。同时，成立专职研发部门，并依托国家
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软件云创实验室、钢铁冶金
网络化协同制造重点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开
展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目前，企业已获授权专利160项、软著425
项，完成和在编国家标准13项、行业及团体标准
45项，多项核心技术国际领先。正是如此，中冶
赛迪信息获得了2022年重庆市企业技术创新奖。

下一步，中冶赛迪信息将进一步发挥龙头软
件企业带动作用，加大研发投入，助力打造有生
态、有粘性的“链式”产业集群。

100项成果、10家企业荣获2022年度重庆市科学技术奖

他们为重庆科技创新作出重要贡献

①重庆邮电大
学 高 新 波 教 授（左
一）参加中国首颗全
自研8K 120Hz超高
清 AI 画质芯片发布
会。

②重庆大学廖
强教授（左三）正在
指导学生。

③中国汽研牵
头在渝建设的全国
首个新能源汽车检
测站。

④中冶赛迪信
息牵头建设的宝武
韶钢智慧中心。

（受访单位供图）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