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16日 星期二
主编：谭永超编辑：蔡杨美编：李梦妮
投稿邮箱：3341698@qq.com 科技新闻 纵深 03

重庆“三电”项目接连上马加速补齐短板
2025年新能源汽车本地化配套率力争超50%

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 杨骏

③

5月底，一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在两江新区举行，现场签约3个项
目，总投资341亿元。其中的两个项目
——昆山沪光汽车高低压线束项目、渝
江压铸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均与新
能源汽车本地化配套有关。

这令不少业内人士感到兴奋。
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重

庆传统燃油车的本地化配套率达到
70%。然而，重庆新能源汽车的本地化
配套率一度仅30%左右，是一块短板。

最近种种迹象显示，重庆这块短板
正在加速补齐。特别是汽车产量占重
庆六成的两江新区发力新能源汽车配
套，就像一块晴雨表，提示人们新一轮
重要的产业提升期已经到来。

观察全市相关动向，去年末，台达
电子（重庆）公司在重庆经开区成立，主
要生产新能源汽车相关电子零件；近
期，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软件解决方
案头部企业光庭信息，在重庆设立全国
第二总部，恩智浦也在渝建立中国汽车
电子应用开发中心。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介绍，近年来，
重庆在完善配套上大动作频繁，一大批

“大小三电”（大三电指电机、电控、电
池，小三电指 DC/DC 转换器、车载充
电机、高压配电盒）项目接连上马。无
论是动力、变速、制动系统，还是转向、
车桥、内饰、空调系统等，都已形成相对
完整的供应链。到2025年，重庆新能
源汽车产业“三电”本地化配套率要超
过50%。

牵住配套提升“牛鼻子”
重庆整车企业瞄准核心技术发力

“传统汽车好不好，要看‘三大
件’。新能源汽车好不好，要看‘大三
电’。”这句行业人士熟悉的顺口溜，很
好地阐释了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汽
车在发展核心配套能力上的区别。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整车厂
掌握“大三电”核心技术的高低，直接决
定了其相关配套的水平和能力。重庆
整车厂商正在“大三电”赛道上发力猛
奔，不断摘取新成果。

6月25日，2022重庆国际车展现
场，阿维塔科技联合长安汽车、华为、宁
德时代发布的全新一代智能电动汽车
技术平台CHN，在业界引发强烈关注。

CHN平台具备高集成、高延展、高
性能、高续航、高安全、强计算、高智能、
可进化等优势，最大支持3.1米长轴距
车型的开发，并能实现700公里以上续
航里程。基于该平台的首款车型阿维
塔11拥有充电10分钟续航增加200
公里的高效补能表现。

在长安汽车展台上，不少消费者也
被一款叫“深蓝03”的新车型吸引。

这款新能源车型搭载了长安汽车
“超集”电驱等一系列行业领先的“大三
电”核心技术。此前行业第一梯队的华
为和比亚迪，电驱综合效率达到89％，
峰值效率93％。而长安“深蓝”的新一
代“超集”电驱系统，将系统最高效率提
升到95％以上。

长安汽车副总裁、长安新能源董事

长杨大勇介绍，长安汽车从2001年开
始研发新能源汽车技术，目前除了电芯
没有自研自制外，已掌握电池大数据、
热管理、电池包集成等核心技术，申请
专利1119件，其中很多技术全球领先。

重庆小康集团在“大三电”技术领
域也不甘人后。

今年3月，小康旗下赛力斯汽车与
华为共同打造的“问界M5”，在全国36
座城市完成首批交付，目前销售量一路
攀升。这款车搭载的纯电驱智能增程
技术平台，由小康旗下金康动力自主研
发生产。

“我们还在持续对电驱进行技术迭
代。”金康动力技术委员会委员陈明昌
透露，目前公司已完成高压永磁电机
（含电控）及高压感应电机（含电控）的
样机试验，产品成熟后，金康的高压电
驱产品能让新能源汽车快充时间再缩
短一半左右。

从2016年开始，小康进入到高端
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工作中，其核心研发
成员来自世界顶级汽车公司，不但取得
超过1000项新能源相关专利技术，还
在增程领域实现行业领导者地位。

“支持长安、赛力斯这样的大厂提
升‘大三电’技术，是我们在新能源汽车
配套上取得突破的最好方式。”两江新
区产业促进局副局长赖涵表示，“大三
电”门槛高，需要进行长期研究和大量
投入，整车厂这一块能力强大，等于是
牵住了配套提升的“牛鼻子”。

找准产业突破关键点
动力电池等重点项目密集落户

新能源汽车涉及传统汽车以及电
力、交通、信息通信、软件等行业，体系
十分庞杂，重庆要完善产业配套，除了
强化龙头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在培育

和招商引资方面还必须找准角度、用准
力度，用有限的资源在关键方向实现集
中突破，高效推进产业布局。

哪个方向能够成为重庆发展新能
源汽车配套的“主心骨”和“牛鼻子”？
从重庆近期的一系列大动作上可见端
倪。

5月18日，赣锋新型锂电池科技
产业园项目再次牵手两江新区。继该
项目去年签约后，赣锋今次又追加投资
46亿元，新增储能及动力电池产能10
亿瓦时，并计划在重庆建设先进电池研
究院，发力固态电池技术更新和产品迭
代，开展电池开发测试。

5月19日，吉利科技、孚能科技联
合在涪陵投资的12亿瓦时动力电池项
目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重庆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中的关键一环，在推
动产业配套本地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动力电池企业为何密集布局重庆？
以涪陵上述项目为例，孚能科技董

事长王瑀表示，当下西南地区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迅猛，资源禀赋优势突出、
市场潜力巨大，在重庆布局动力电池产
能，对于孚能科技意义重大。

涪陵区相关人士表示，源于雄厚的
汽车制造业基础和绿色发电等优势，西
南特别是成渝地区正在成为汽车动力
电池厂商偏好的重要产业布局地，我们
全力争取动力电池项目落户，可谓正当
其时。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配套中的
绝对主角。”杨大勇表示，随着新能源汽
车续航里程不断提升，目前动力电池在
整车配套成本中的比重已达 50%左
右，“可以说，解决了电池配套，新能源
汽车配套问题就解决了一半。”

正是察觉到自身优势和行业风
向，重庆通过政府层面的“无形之手”，
瞄准动力电池等关键领域，聚集新能

源产业生态。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介绍，2019年

以前，重庆在新能源电池这块还是空
白，为补齐这一关键产业，市级有关部
门和璧山区提前布局，花大力气在国
内寻找优质厂商，最终与比亚迪达成
合作协议，将其动力电池厂落户璧山
区，业界有名的“刀片电池”便出自该
厂。

政府牵头搭建平台
科研机构和企业联合开展攻关

上千家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是重
庆汽车产业发展的底气所在。如今本
地产业要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新赛道，不
仅考验这些配套企业的前瞻力，更考验
他们的决心。

6月18日，位于璧山区的蓝黛科
技为国际头部新能源车企打造的全自
动一体化电机轴产品正式下线，在业内
和资本市场引发关注。

蓝黛科技最开始生产摩托车零部
件，后转型到汽车变速器、平衡箱总成
等。近年来，看准新能源汽车发展态
势，该公司再次主动转型，“卡位”新能
源车传动零部件市场。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新能源
动力传动产品方面，该公司运用跟随大
厂同步研发的策略，重点布局新能源减
速器总成及新能源减速器齿轴核心零
部件板块，并积极开发高转速、高精度
的新能源电机轴等关键部件，“技术与
生产工艺的成熟需要一个周期，最开始
不会有多大回报，但企业要有定力，更
要有毅力。”

经过数年沉淀，蓝黛科技的付出赢
得回报：日电产、吉利威睿、比亚迪、法
雷奥、格雷博、金康汽车、汇川技术、卧
龙电机等国际知名企业均成为其客
户。2021年，该公司动力传动业务得
益于新能源汽车板块，全年实现营业收
入9.34亿元，同比增长59.47%。未来
两年，新能源产品预计将占到该公司动
力传动业务总营收的70%以上。

在重庆，这样的配套企业还有很
多。

在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轮值总裁
许林看来，有部分企业本身规模就不
大，利润不高，现在转型需要投入上千
万甚至上亿资金，压力会很大。政府
部门可以通过政策导向，选择一批重
点企业来扶持，同时对一些“卡脖子”
的零部件，可由政府牵头搭建平台，联
合科研机构、企业共同参与攻关，“比
如车规级芯片，重庆可以在这个领域
先行先试。”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表示，重庆未
来将进一步密切零整关系，支持长安
汽车、金康赛力斯等与宁德时代、比
亚迪等企业建立合资公司，获取核心
配套部件优先保供权。同时将围绕
驱动电机、电池材料、热管理系统等
领域，推进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元器
件、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等领域
补短板，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质量
效益优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
单项冠军企业。

到2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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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读

目前“大小三电”本地规模以上配套企业已超过100家，

其中拥有核心技术企业30余家

到2025年，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电机、电控、电池的“三

电”本地化配套率要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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