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
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
装备。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体系里最闪亮的“金名
片”。作为我国最具实力的汽车大城，重庆等城市在这条新赛道上领跑。

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共同探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之路，为
推动“中国制造”新能源汽车迈向未来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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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员说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繁忙，是一种常态。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
赛力斯超级工厂里，机械臂精准起舞，自动化生
产线快速运转，超3000台机器人智能协同……
从这里下线的问界M9交付量已超过15万辆。

赛力斯不是个例。重庆能迈上“汽车第一
城”的新台阶，新能源汽车可谓“一马当先”。

新的一年，如何延续发展势头？重庆的
答案是：锚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
目标，走出一条强化产业创新、深化产业融
合、优化产业生态相结合的发展新路子。

产业迈向高端化
打造世界级汽车品牌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质量发展汽车产业
的决心大、气魄高，政策有力，产业协同的步
子坚定。”全国政协委员、赛力斯集团董事长
（创始人）张兴海说。

当前，重庆汽车正朝“三个向上”寻求突
破，即产品向上、品牌向上、产业链向上。据
统计，2024年，重庆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26.7%，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66.7%；其中新能源汽车销售95.32万辆，同
比增长90.5%；“重庆造”20万元以上的主流
新 能 源 车 型 占 比 达 48.3% ，同 比 提 升
21.6%。特别是在用户心中树立起了高端汽
车品牌形象，如阿维塔、问界；培育出了超增、
智能网联等领先技术。

当下，凭借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出色表现，
“重庆造”汽车撕下了曾经的“低端”标签，在
加快迈向高端化的道路上加速前行。

产业迈向高端化，不仅是重庆汽车升级
发展的需求，更是推进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力量。
在今年重庆“新春第一会”上，围绕推进西部
地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部署了一系列
重点任务，其中持续做大做强“33618”现代
制造业集群体系、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为
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指明了
方向。

张兴海认为，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走向高端，将持续带动汽车产业链升级，推动
传统供应链转型。从上游的零部件供应商，
到下游的销售、售后服务等企业，都将从中受
益，有力促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形成以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吸引优
质企业和人才集聚，提升重庆在全球产业链
中的地位。

“希望重庆车企通过产业高端化，打造世界
级汽车品牌。同时，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走精品
路线，从产品引领到品牌引领，打造具有辨识度
和独特魅力的品牌形象，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
和美誉度，积极走向全球市场。”张兴海说。

抓住创新“牛鼻子”
抢占先机驶入发展快车道

目前，智能汽车行业快速迭代，国内造车

新势力加速洗牌，聚焦整车制造的竞争已呈
白热化态势。于重庆而言，在这场创新变革
的竞速赛中，要始终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
子”，才能让新能源汽车产业驶入发展快车
道、在新时期抢占发展先机。

作为重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头羊”之
一，赛力斯持续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建成了世
界级标杆工厂——赛力斯超级工厂，关键工
序100%自动化，质量检测由AI全流程监
控，率先应用万吨级一体化压铸技术，将222
个零部件集成为10个，生产效率与产品精度
实现了全球领先。

“现在的竞争已经不是简单的价格战，比
的是创新实力。”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4 年重庆汽车行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1%，高于全国1.3个百分点，这让重庆车企
在新能源赛道上跑出了“重庆速度”。

“在重庆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赛力斯
积极融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扎
根高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赛道，以技术创
新打造标志性成果。”张兴海说，赛力斯始终
把科技创新、技术研发摆在重要位置，每年的
研发投入有刚性指标要求，技术研发是赛力
斯的核心驱动力。

2024年，赛力斯再次提升了科研能级，
自主创新打造的“魔方技术平台”是全球首个
全栈式多动力兼容平台；最新发布的赛力斯
超级增程系统，油电转换效率行业领先；赛力
斯增程器搭载量居行业前列；赛力斯还与华
为联合开发第三代智能驾驶系统，实现“端到
端”全场景贯通。

通过创新驱动，赛力斯向上生长、向下扎
根取得了实质性进展：2024年，集团营收超
过1400亿元，新能源汽车销量42.69万辆，
增长183%；问界进入了高端品牌第一阵营；
问界M9交付量超15万辆，成为国内市场50
万元级豪车销冠……

“今年，我们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引进
全球汽车领军人才，培育关键核心技术，构
建高效敏捷协同的创新生态，扎实推进高端
智能电动汽车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张兴
海说。

“渝车出海”新征程
加快构建海外市场数据库

47.7万辆，同比增长29.6%；货值431.1
亿元，同比增长30%。其中，电动车出口6万
辆，同比增长96.5％。

今年初，重庆海关公布了2024年重庆汽
车出口的数据。“渝车出海”计划实施第一年，
重庆就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渝车出海”，新能源汽车功不可没。以
长安汽车为例，在大洋洲汽车市场，为避开燃
油车这个日系车的优势赛道，选择在当地市
场主推新能源汽车。“纯电版深蓝S07就是我
们首款进入当地市场的车型。”长安汽车亚太
地区部高级经理徐浩说，预计今年6月会在
当地上市纯电启源E07，9月上市纯电加增
程的深蓝S05。

当然，在“渝车出海”新征程上，也面临着
新挑战。全国人大代表，长安汽车党委书记、
董事长朱华荣在建议中提到，海外市场政策
法规纷繁复杂，气候、环境、路况等多样性，对
企业适应性带来挑战；文化、习惯、风俗的不
同，对企业满足当地用户需求带来挑战。

对此，朱华荣建议，要加快推动构建海外
汽车市场基础共性数据库（包括海外市场的
政策、法规、气候、环境、路况、文化、习惯、风
俗等），鼓励企业、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各方
积极参与数据库建设，构建统一的汽车共性
数据库平台，供企业快速调用，加快中国车企
全球化进程。同时，依托共性数据库，拓展深
度咨询服务，并向车企及时发出警示，帮助规

避风险。

“三个加速”抢机遇
重庆车企以“三个加快”应对

随着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技
术加速迭代，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更加激
烈。要想取得更快、更大发展，重庆新能源汽
车如何“向未来”？

在张兴海看来，未来新能源汽车将上演
“三个加速”——首先，新能源汽车在整个汽
车市场的渗透率加速提升；其次，以自动辅助
驾驶、AI+等为特征的智能化进程加速，大量
核心的智电技术将加快上车，不断提升用户
体验和用车安全；第三，中国品牌将在高端汽
车市场掌握充分的技术话语权、市场主导权。

张兴海认为，针对“三个加速”，重庆车企
应以“三个加快”抢抓机遇、面向未来——

一是加快核心技术突破，加大投入加强
自主研发、深化产业跨界合作，提升智能化水
平、提高精品质量。

二是加快产业协同，构建行业头部供应
链生态体系，共同为用户制造汽车精品。在
智能网联新能源时代，一家企业再强大也难
以独自应对所有挑战，要从过去的“链条型”
发展变为“生态型”融合。

三是加快走向全球汽车市场，打造世界
级汽车品牌，在全球范围树立国产汽车高科
技、高品质的崭新形象；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
的市场需求和法规标准，因地制宜制定差异
化的市场策略，推出受用户欢迎的汽车产品，
不断提高“重庆造”在国际上的市场份额和品
牌影响力。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竞争，不进则退、慢进
亦退。2025年，重庆的目标是汽车产量达到
26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130万辆。

前景光明，未来可期。

重庆新能源汽车抢抓机遇
■加快核心技术突破 ■加快产业协同 ■加快走向全球汽车市场

加快 驶向未来

汽车产量达到26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130万辆

【相关新闻】

重 庆 汽 车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26.7%，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

为 66.7%；其中新能源汽车销售95.32
万辆，同比增长 90.5%；“重庆造”20万

元以上的主流新能源车型占比达48.3%，

同比提升21.6%

47.7万辆，同比增长29.6%；货值431.1亿元，同比

增长30%。其中，电动车出口6万辆，同比增长96.5％

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扬长避短、领跑世界？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民
春从做强优势和补齐短板两方面给出建议。

做强优势方面，要强化创新优势驱动，加大新
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前瞻布局关键
零部件新体系、新材料、新结构等的研发；强化相
关优势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大新能源汽车与高精
度地图、物联网、语音识别等技术及车联网等应用
的深度融合；注重推动全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协同
配合，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补齐短板方面，建议夯实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的强度与韧性，集中力量针对汽车芯片和操作系
统等短板，加大技术攻关力度，加强相关领域产学
研合作，促进技术创新和知识共享。同时，通过资
源整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
经济。 湖北日报记者 龚雪

全国政协委员韩民春：

扬长补短才能领跑世界

在全国人大代表、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人
事与组织执行副总经理刘懿艳看来，中国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也不少。

刘懿艳认为，下一阶段汽车技术会进入加速
迭代周期，会有越来越多的跨界技术应用在汽车
上。对此，刘懿艳建议，未来培养汽车研发工程师
人才时，需要打破学科边界。随着汽车越来越智
能化，想要造好车，工程师光懂机械原理还不够，
从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新制造、新科技到人工智
能，都要有所涉猎。这就要求产教融合、学科融
合，共同培养高质量产业人才。“我有一个建议，让
业界导师带着课题到高校执教，各方在深度互动
中培养高质量人才。”

解放日报记者 王闲乐 王海燕

全国人大代表刘懿艳：

培养汽车工程师要打破边界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表示，
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引领汽车智
能化发展新浪潮。

当前，汽车行业竞争白热化，智能化成为新车
上市宣发亮点，智能座舱、智能音效、智能驾驶是
新车上市过程中必然会提及的关键功能。在刘庆
峰看来，未来智能汽车产品一定是AI驱动、用户
体验驱动，“要让汽车驾驶更安全、更智能、更有
趣，让汽车服务更丰富、更贴心、更高效”。

刘庆峰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智能化发展的
关键是做好“AI+汽车”的融合。2025年，“AI＋
汽车”场景应用将呈现以下趋势：通用大模型赋能
座舱人机交互更自然、更有情感，人车交互将越来
越逼近人和人的交互；面向垂直应用场景的智能
体开始大批量应用上线；智能汽车智慧声场创新
场景实现批量化应用；端到端模型实现更安全、更
类人、更丝滑的智驾体验；大模型持续赋能企业全
流程运营等。

安徽日报记者 汪国梁 通讯员 许可亮

全国人大代表刘庆峰：

AI和用户体验驱动未来汽车

20242024年重庆汽车产业年重庆汽车产业 20242024年重庆汽车出口年重庆汽车出口

20252025年重庆目标年重庆目标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
者 张亦筑）3月5日，记者从市知识产权
局获悉，为赋能重庆新兴产业发展，护航企
业拓展全球市场，重庆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近日发布4项创新成果：《重庆市汽车出口
海外知识产权风险与应对指引》（以下简称

《汽车指引》）以及《重庆市拟上市科创企业知
识产权布局指引》《重庆市超硬材料产业专
利导航报告》《重庆市卫星互联网产业专利
导航报告》。

据介绍，《汽车指引》聚焦“渝车出海”，
系统梳理了车企出口海外过程中可能遇到
的主要知识产权风险，覆盖从产品研发制
造、海关通关、国际会展到海外销售4个关
键环节的20类潜在风险。《汽车指引》还精
选了专利侵权、商标侵权、商业秘密保护等
方面的典型案例，为车企提供风险管理实践
参考。目前，《汽车指引》已在长安汽车、赛
力斯等龙头企业试点应用，还将覆盖更多的
汽车出口企业。

“渝车出海”产权风险应对指引发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杨骏）3月5日，记者从赛力斯集团了解到，问
界M5获得中汽中心颁发的001号抗路面冲
击（误用）安全性能证书，这也是行业首个获
得“抗路面冲击（误用）安全性能5A级认证”

的新能源车型，代表“重庆造”汽车质量获得
了权威认可。

抗路面冲击（误用）安全性能测试，旨在
考察车辆在撞击路面凸起、高速通过坑洼路
面时的车辆安全性，尤其是底盘耐撞性和
可维修性。问界M5在 90°撞击路沿石、
90°单轮制动过方坑等8大挑战项目中，实
现了全程不换件、超规则通过、零损伤满分通
关等成绩，并实现了整车零瑕疵、结构零变
形、外饰零剐蹭，获得5A级认证成绩单。

“重庆造”问界M5又获一项安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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