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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卖出5辆车，就有一辆是新能源
汽车。这是今年1月，来自重庆市场的
汽车销售数据。

“增长太快了。”3月6日，重庆市汽
车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学勤感慨地
说，4年前，重庆卖出的每100辆车里，
只有5辆是新能源汽车。

我国乃至世界的汽车行业正迎来
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

“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今年两
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代表
业界发声：以新能源智能化推动汽车
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产业“换道超
车”。

如果把“换道超车”具象化，市场
无疑是方向盘，制造是引擎，基础配套
则是底盘。在这三方面，重庆具备怎
样的底气，未来又将驶出怎样的轨迹？

新车频出
且日趋“高端化”

3月5日，小康旗下赛力斯与华为
合作的高端智慧汽车品牌AITO在全
国36个城市、100余家用户中心开启
了首款产品——问界M5的交付。自
去年末发布以来，问界M5因为拥有高
颜值设计、鸿蒙智能座舱、先进的纯电
驱增程平台等亮点，广受市场好评，发
布后短短一周订单量便达到8000辆。

继问界M5之后，长安旗下阿维塔
科技联合华为、宁德时代打造的全新
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首款车型，也计
划于今年三季度上市；

两江新区吉利极星高端新能源汽
车项目计划今年第四季度建成，投产
的单车售价将不低于60万元；

福特高端新能源车型Mustang
Mach-E已经确定在长安福特进行生
产；

……
新车频出，且日趋“高端化”，正成

为重庆新能源乘用车板块鲜明的特
征。

在新能源商用车市场，“重庆造”
同样亮点频出。近期，上汽红岩电动
重卡陆续在河北、山西、河南、贵州以
及内蒙古鄂尔多斯等地投入商业化运
营，覆盖钢厂、电厂、煤矿、港口等使用
场景。此外，上汽红岩首批氢能重卡
也于日前顺利下线。

重庆另一商用车企业庆铃也实现
了“电”“氢”市场“双引领”。除了电动
产品覆盖轻、中、重卡全系，庆铃近期
还推出与博世联合研发的氢燃料电池
物流车。该车功率密度、最高效率等
关键参数已达到我国技术路线图2025
年指标，代表着国内燃料电池商用车
的先进技术水平。

“‘重庆造’新能源汽车产品不断
推陈出新、优化升级，背后有鲜明的市
场逻辑。”行业观察人士曲云超指出，
近几年，个人消费开始占据70%以上
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其中高端车型更
是从占比不到5%，猛增到25%左右。
商用车板块受国家“双减”政策等影
响，对新能源产品需求也不断加强。

3月5日，一个令业界震荡的消息
传来：在中国汽车销量榜上长期名列
前茅的上汽大众，竟首次被主打新能
源的比亚迪反超。对重庆的汽车企业

而言，更换“赛道”的信号已经极为明
晰，形势也极为迫切。

朱华荣表示，长安汽车将坚定地
执行一项计划：到2025年，长安品牌销
量达到3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
35%，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达
60%。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表示，重庆计
划到2025年实现智能新能源汽车产量
达100万辆以上，占汽车产量比重达到
40%以上。

通盘考虑
倒逼供应链升级

“换道超车”牵一发而动全身，对
于重庆这样的汽车制造重镇而言，庞
大的体量和超长的供应链，必然出现

“转向困难”问题。
同样的问题，BBA和大众、丰田、

通用等国际巨头也不能避免。相比传

统车企，特斯拉、蔚来、理想、小鹏等
“造车新势力”无疑具备配套和渠道更
灵活等优势。

通盘考虑产业布局，重庆正探求
符合自身特点的有效转换路径。

今年1月，理想汽车100%持股的
重庆车之渝汽车工业公司，以4.31亿
元的价格在两江新区龙兴组团拿地。
其后不久，理想汽车又在重庆设立了
一家注册资本12亿元的全资子公司。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理想汽车在重庆
打造第三工厂已是“板上钉钉”。

“表面上看，‘造车新势力’会对传
统车企乃至供应链带来挑战，但它们
更能通过发挥技术、资金、商业模式等
方面的优势，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加快
本地产业转向新能源的进程。”曲云超
说，重庆大力引入新能源整车企业，也
是看出其必然对本地配套提出更高的
要求，从而倒逼供应链升级。

为了让行业“换道超车”具有更高

效的引擎，重庆还千方百计引入配套
企业及研发机构。

在此前引入比亚迪“刀片电池”项
目基础上，重庆近期又引入荣盛盟固
利、赣锋锂电等电池配套项目。去年
末，台达电子（重庆）公司在重庆经开
区成立，生产新能源汽车电子零件及
电子设备电源零件。光庭信息在渝设
立全国第二总部、博世庆铃氢燃料电
池发动机项目开工、恩智浦在渝建中
国汽车电子应用开发中心……重庆集
聚相关配套企业及研发机构动作不
断。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
2023年，重庆将集聚国内外知名新能
源动力电池企业5家、电机企业5家、
电控企业5家。动力电池年生产能力
达80亿瓦时，电机、电控年生产能力达
100万套，三电系统本地化配套率超过
50%。

布“网”建“廊”
配套设施示范应用走在前列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离不开基础
配套和政策支持，重庆在这方面已走
在了西部前列。

3月7日，市民毕凯开着一辆新能
源汽车驶入成渝环线高速璧山大路服
务区，半个小时就给车充好了电。“现
在重庆到处都有充电桩，我在春节回
潼南，在高速路服务区充电都没有排
队。”毕凯满意地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市已累计
建成充电桩近4万个，覆盖所有区县，
并已建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高速公路
充电服务网络。国网重庆电力、特来
电、星星充电、快电、特斯拉等10余家
大型企业在渝开展充电站建设运营服
务，形成国有、民营、混合所有制、外商
独资并存的产业格局。

软件方面，国网电力在重庆率先
建成省级大型车桩一体化监测平台，
并首个接入国家监测平台。该平台具
备车桩信息采集、状态监测、联合分
析、安全预警、补贴发放等11类160余
项功能，截至目前政府主管部门已发
放新能源补贴3.4亿元。

此外，星星数字能源总部项目也
于近期落户重庆。该项目总投资约30
亿元，将为行业提供开放性的云平台
服务，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和能源利
用效率。

除了充电设施，我市在换电、加氢
设施示范应用上也处于全国前列。其
中，换电站已建成近百座，到2023年将
建成换电站超过200座，并以两江新
区、江北区等为重点争创国家换电模
式示范城市。

同时，四川省和重庆市正打造“成
渝氢走廊”，两地已建成加氢站15座，并
计划在四川凉山、攀枝花、雅安以及重
庆潼南、长寿等地建立氢气供应基地。

“重庆已在基础配套建设、流通领
域补贴、公共领域鼓励应用等方面，建
立了较全面的政策体系。”市经信委上
述人士介绍，我市已出台新能源汽车
应用场景的三年行动计划和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工作方案，对出租车、网约
车、公务用车、公交车、物流车等领域
未来的纯电动车占比均提出了明确指
标，整体政策支撑优于全国水平。

新车“高端化”成鲜明特点 供应链升级提供高效引擎 基础配套西部领先

重庆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换道超车”
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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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近期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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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
智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00万辆以上，占汽车产量比重达到40%

以上

近日，九龙坡区二郎快速充电
站，车主正在使用充电桩为车辆充
电。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实习生 董
玉成 摄

出口德国的赛力斯 3 智能电动
汽车。

（小康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