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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
兴产业，加快西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积极培养引进用好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努力攻
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重庆汽车不断“圈粉”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正向我们走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2024年，重庆最亮眼的产业是什么？
从一组数据中可见答案：重庆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汽车
产业增加值增速达26.7%，对规上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为66.7%，拉动增长4.9个百分
点。

其中，新能源汽车数据最为惊艳——产
量达95.32万辆，同比增长90.5%，大幅领先
全国增长率近60个百分点。

过去一年，“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之都”成为重庆产业经济领域的“热词”，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也成为重庆发展新质生
产力当之无愧的“名片”。

一年来，重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把发展汽车
这一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同时强化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攻克汽车芯
片、汽车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不仅实现“重
庆造”汽车从经济型向高端化的跨越，还推
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新链产
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协同发力，加速构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跃升

高端制造铸就新标杆

“史无前例！”
“赛力斯太超前了！”
3月30日，一则消息震惊汽车圈：数十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2025款问界M9先行者
用户，参与赛力斯超级工厂动态路试测试。

这意味着用户能亲自参与自己车辆的
工厂终检验收环节，直到认可了、觉得满意
才提车。活动现场，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
海向用户交付新车钥匙。

之所以有信心开行业先河，是因为这款
50万元级的“重庆造”汽车已成为高品质汽
车的代表，不惧考验。

全国两会的“委员通道”，历来被认为
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绝佳窗口。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张兴海佩戴问界汽车标志胸针，走
上“委员通道”。在答记者问时，他分享了
以问界为代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爆款密
码。

重庆汽车不断“圈粉”，成为中国高端汽
车的代表，这在四五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由于产业链条长，上游可带动钢铁、电
子、化工等行业，下游可带动仓储物流、汽车
租赁、汽车金融等产业，一直以来，汽车产业
都是重庆最为重要的支柱产业。

但曾经的“重庆造”汽车，总是被贴上低
端的标签——大家印象中都是10万元左右
的经济型汽车。

好在新能源时代给重庆带来了千载难
逢的突破机会。重庆汽车产业紧紧抓住电
动化、智能化机遇，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为跳板，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重塑，实现“换
道超车”。

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重庆全力推动汽
车产业加速向新能源化、智能网联化、高端
化、绿色化发展，持续构建一流的产业生态，
实现了产品向上、品牌向上、产业链向上的

“三个向上”跃升。
数据来说话：2024年，重庆主流新能

源汽车单车价值突破23.6万元，20万元以
上车型占比攀升至48.3%。其中，赛力斯
旗舰车型问界M9全年销量突破 15.1 万
辆，以黑马之姿在50万元以上豪车市场稳
居第一，销量几乎是第二名宝马X5的两
倍。

汽车产业的带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市经济信息委党组书记、主任王志杰介绍，
目前，重庆已构建起以国企长安、民企赛力
斯两大总部企业为龙头，上汽、东风、吉利、
长城等知名整车企业制造基地为骨干，比亚
迪电池、宁德时代、华阳等上千家配套企业
为支撑的完整汽车产业集群，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零部件3大系统、12大总成、56个部
件实现全覆盖和集群式发展。重庆“打造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目标，正在从蓝
图逐渐变为现实。

不仅是汽车产业，在新一代电子信息制
造领域，重庆持续巩固全球产业地位。
2024年，“重庆造”笔记本电脑产量继续领
跑全球，智能手机、服务器及功率半导体等
新兴领域的高附加值产品也实现规模化生
产，功率半导体产能稳居全国前三。

先进材料产业发展也呈现集群化态势，
不仅产业产值超过6200亿元，在车用轻合
金、复合材料领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航空
级钛合金无缝管、光学级有机玻璃等关键战
略材料也纷纷完成国产化突破。

数智赋能

智能制造激活新动能

在重庆渝北，有一座全球最大的5G汽
车工厂：宽阔明亮的工厂里少见人影，取而
代之的是800余台智能化设备、1400余台
机器人、650余台智能AGV（自动导向车）、
200多个全自动化工作站，以及5G、人工智
能、数字孪生等44项行业先进技术。

凭借这些恍若科幻电影里的配置，这座
工厂实现了关键工序100%自动化，6秒内
可切换8种以上不同车型的生产，每分钟可
下线一辆汽车……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背
后，是长安汽车从“制造”向“智造”的华丽蝶
变。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仅
发生在整车厂，还传导至整个产业链。

实验室里，一台机器人正在给一块汽车
玻璃涂胶，旁边的一台工业相机“目不转睛”
地盯着机器人，好似监工——这是中科摇橹
船为汽车生产线提供的智能视觉装备及整
体解决方案。

在生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渝江压铸
基地，数百台机器人挥舞手臂，操作人员只
需坐在办公室，打开企业数据管理驾驶舱，
就能看到每个生产车间、每条生产线乃至每
个产品实时、全面、精确的生产情况。

向产业链前端延伸，再生铝企业顺博合
金的车间内，智能分拣系统将废铝高效分
类，熔铸成新的“工业血液”铝水。经添加其
他成分调配后，这些铝水将供应给长安汽
车，铸造新能源汽车的电机壳体。

在汽车行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
方向发展的大背景下，提高生产效率、缩短
制造周期、降低生产成本成为汽车零部件生
产企业竞争的焦点。以龙头、“链主”企业为
引领，全产业链的“智改数转”，推动重庆汽
车行业跑出了“加速度”。

目前，重庆已建成汽车行业数字化车间
340个、智能工厂50个、创新示范工厂11个、
5G+工业互联网先导应用和5G全连接工厂
12个，全市汽车产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
63.7%，数字化研发工具普及率达88%。

转型浪潮席卷各行各业。例如，重庆美
的通用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投入2.2亿元进行
智能化改造，拥有亚洲领先的离心机实验室

和离心压缩机智造车间，获超过160项发明
专利。今年1月，这家公司斩获行业内全球
首座全流程AI赋能水机灯塔工厂称号。

政策层面的持续加码更为转型注入动
能。近年来，重庆先后出台《重庆市推动工
业领域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实施方
案》《重庆市迭代优化“技改专项贷”二十条
政策措施（2024—2027年）》等政策文件。

据统计，近两年来，重庆推动实施技术
改造项目1825个，新建数字化车间138个
（累计 1096 个）、智能工厂39个（累计 183
个），新培育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7个、数量
居西部第2，培育23个未来工厂，全球“灯塔
工厂”实现零的突破。两化融合指数、关键
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均居西部第一。

四链融合

创新生态培育新优势

一枚指甲盖大小的芯片上，排布着密密
麻麻的线路。这枚看似不起眼的芯片，在智
能汽车上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
要负责车身控制，包括座椅、门窗、灯光和数
字钥匙等众多功能。

研发出这款芯片的，是重庆两江新区企
业重庆览山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览
山电子）。目前，该芯片已通过车规最高安
全等级流程认证，并成功在合作伙伴的车型
上实现联合调试和定点，进入量产阶段，今
年内将在多款车上应用。

这一突破，着实不易。
为啥？打个比方，如果说消费级芯片追

求的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的性能和功耗
极致，那么对车规级芯片来说，则是“稳定压
倒一切”，其修炼的更像是“金钟罩铁布衫”
之类兼具可靠性与安全性的“内功”。

一款车规级芯片，往往需攻克性能、寿
命和安全这三道技术关卡，再通过7大类别
共41项测试，最后通过一系列认证，才能上
车应用。这也是为何国产新能源车能横扫
66%全球市场，车规级芯片的国产化率却不
足10%的原因。

览山电子是如何做到的？
时间回到2022年。这家企业刚落地两

江新区时，就秉承“研发自主可控，质量高于
一切”的理念，在140名员工中，研发人员就

有112人，占比80%，硕博占比47.7%。
在研发途径上，他们打破了传统“整

车+零部件+芯片”三级供应链体系串行的
研发模式，而是选择与包括长安在内的整车
厂、零部件厂商形成“铁三角”同盟，以需求
为导向展开并行研发，有效缩短了产品开发
和上市时间。

览山电子总经理李涛介绍，他们目前已
构建起全场景车规芯片矩阵，覆盖包括车门
控制、座舱控制、电源管理等多个应用领域。

类似的案例在重庆汽车行业屡见不鲜。
为解决新能源汽车锂电池起火爆炸难

题，重庆金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出
“三明治”复合集流体材料，为多家国内头部
电池企业供货，并实现本地化应用。

瞄准车身轻量化，重庆数元道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出无涂层、免抛丸热成形高强钢
LumiSword，打破国外专利限制，已有不少
车企排队等待合作，今年有望大规模上车。

此外，重庆还支持整车龙头企业联动科
技型领军企业，跨界协同开展关键技术自主
创新，组建产业创新综合体，培育一批中试平
台，汽车行业整体研发投入强度不断提高。

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构建起发展“护
城河”。其中，资金链与人才链的融合不可
或缺：渝富集团以产业母基金为抓手，累计
完成赛力斯、阿维塔等10个产业龙头投资，
带动投资总额919.15亿元；阿维塔和华为
联合组建超过300人的工程师团队，投入到
阿维塔下一代车型的联合共创中。

成果转化同样亮眼——西永微电园入
驻芯片企业研发各类汽车芯片达203款，其
中101款已量产供应整车厂，85款进入工
信部推荐目录；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齐全，
整车主力产品普遍达到L2级以上级别的自
动驾驶水平，整体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按照规划，到2027年，重庆将建成万亿
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王志杰表示，重庆
将实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协同跨越”行
动，不断提升“四链”“四侧”协同能力，进一
步围绕整零协同、软硬结合、场景牵引、数字
赋能、自主创新、品牌提升六个方面，构建更
加完善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

与此同时重庆将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产业为引领，带动“33618”现代制造业集
群体系其他产业的壮大、集聚，因地制宜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 7.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点

●全市391种主要工业产品中，202
种产品产量呈现增长

●重庆汽车产量254.01万辆，增长

9.4%，其中新能源汽车95.32万
辆，增长90.5%

●重庆电子产业、材料产业和消费品

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9%、3.7%
和3.4%，先进材料产业产值超过

6200亿元

数 读

▲两江新区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刚下线的问界M9
在进行测试。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长安汽车两江工厂一厂区，智能
机械手臂正进行焊接作业。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览山电子生产的LS-E14X系
列车规级MCU芯片。（受访者供图）

202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