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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百度、小米官宣造车，
滴滴“摩拳擦掌”欲入局，科技
公司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在
汽车领域的发声愈发密集。

面对扑面而来的智能化、
科技化时代浪潮，新能源汽车
迎来越来越多的跨界新玩家。

然而，上一轮新能源汽车
跨界的虚火还未完全熄灭，面
对截然不同的产业生态、商业
模式和产品形态，是什么让企
业甘愿承担跨界带来的巨大风
险？跨界造车何时又能淬炼出
真金？对此，中国城市报记者
进行了采访分析。

跨界“翻车”不胜枚举

不容忽视的是，跨界造车
热潮背后的“翻车”状况频现，
曾经的跨界者能幸存到现在的
寥寥无几，甚至还引发“PPT造
车”等负面评价。

2014年底，乐视控股集团
创始人贾跃亭宣布乐视“SEE
计划”，打造超级汽车以及垂直
整合的互联网智能交通生态系
统和生活方式，想要抓住跨界
造新能源汽车的好时机。然而
不到三年，2017年5月，乐视因
资金链紧张引发大幅裁员，七
大生态业务全线收缩，爆发危
机。随后，贾跃亭以帮助法拉
第尽快完成融资为由出走他
国，丢下了乐视网的残局。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董明珠的跨界之旅也
颇为不易。2016年，董明珠宣
布以个人名义投资，联合多位
知名企业家，共同出资30亿元
入股珠海银隆，将其更名为银隆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今年3
月10日，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新增一条被执行人信息。
据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1
月15日，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被珠海市金湾区法院列为
被执行人，执行标的超273万

元。截至目前，银隆新能源累
计被执行总金额超5000万元。

此外，戴森电动汽车项目历
经三年的研发、耗资200亿元
后，于2019年 10月被紧急叫
停。戴森曾表示，戴森汽车项目
终止主要由于造车成本过高。

上述种种事例表明，高科
技的背后是高昂的成本代价，
短时间内获利绝非易事，甚至
还有可能收支失衡。

上海交通大学汽车工程院
副院长殷承良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轮新
能源汽车的壮大只是能源变
革，并没有改变传统汽车的产
业格局。传统整车企业只要愿
意投入，依靠强大的生产制造、
设计研发以及市场营销等能
力，可以迅速实现反超。因此，
在第一阶段，大部分的造车新
势力都没能存活下来。

“企业原生行业的发展滞涨
甚至下滑，急需寻找新的增长
点。新能源汽车前景明朗，不仅
有政策加码，还有资本市场追
捧，因而造就了跨界造车的盛
况。”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新能源
汽车分会秘书长章弘在接受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跨
界造车要有创新特点以及与众
不同的制造意识，要有引领性的
汽车科技，不仅仅是信心和资本。

智能化带来产业革命

小米宣布造车引发了全网
热议。3月30日，小米集团在
港交所发布公告，宣布小米智
能汽车业务正式立项，拟成立
一家全资子公司，负责智能电
动汽车业务。小米集团董事长
兼CEO雷军在小米春季新品发
布会上首次公开谈及小米造车
计划的细节，并表示造车赛道
他已关注近八年，从认真调研
到做决策仅用了75天。

公开资料显示，小米在
2014年投资了地图厂商凯立
德；2015年雷军创立的顺为资

本投资了蔚来；2016年和2019
年，顺为资本两次投资小鹏；
2020年4月，小米又以战略投
资者身份参与车载服务系统厂
商博泰的B轮融资。

百度官方此前也宣布将组
建一家智能汽车公司，以整车
制造商的身份进军汽车行业，
吉利控股集团将成为新公司的
战略合作伙伴。公开信息显
示，3月2日，百度造车公司已
完成注册，名称为集度汽车有
限公司，其经营范围包括：新能
源汽车整车及相关零部件的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道路机动车
辆生产；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销售汽车、汽车零部件等。

随后，吉利汽车集团宣布
已与腾讯在杭州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
智能座舱、自动驾驶、数字化营
销、数字化底座、数字化新业务
及低碳发展等领域展开全方位
战略合作。

“当前，新能源汽车平台在
智能化的加持下，带来了产业

性变革。智能化让汽车有了便
利升级的空间，功能不再是出
厂即锁死。在人工智能的加持
下，自动驾驶、智能座舱、语音
识别等新元素都能持续叠加升
级。”殷承良表示，新一轮新能
源汽车跨界赛道已经拉开帷
幕，新进入的跨界造车企业将
会给传统汽车带来压力。

专家：警惕产能过剩

逃离“红海”奔向“蓝海”，
是许多企业生存的指南。

4月 5日，韩国手机企业
LG电子株式会社宣布退出智
能手机业务。据相关媒体报
道，LG将会把资源集中在电动
汽车部件等增长领域。

在市场并未急剧扩大的背
景下，跨界造车企业前仆后继，
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势必大增，
很可能引发产能过剩问题。根
据全国乘用车联合会发布的
《2020年我国乘用车产能问题
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

12月31日，国内乘用车企业共
122家，总产能为4153.2万辆，
我国乘用车总体产能利用率从
2017年的66.55%降低到2020
年的48.45%，已经处于产能严
重过剩区间。此外，我国还有
在建产能988万辆，其中多数
为新能源汽车项目。

3月，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汽
车产业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和风
险防控的通知》，率先敲响汽车
产能过剩的“警钟”。

“使用环境不健全、不完
善、不规范，严重制约着新能源
汽车的推广和使用。当前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关键是解决痛
点，而不是扩大产能。”章弘说。

此外，章弘表示，由于汽车
制造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
工程，并非一日之功，关系到汽
车制造中涉及的安全质量问
题，牵连着驾驶者与乘客的生
命安全，跨界更需要有相应的
明确标准门槛，否则将会使汽
车市场混乱不堪。

科技企业竞相跨界造车科技企业竞相跨界造车，，能否将虚火变真金能否将虚火变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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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
委会监察司法工委组织起草了
《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
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
称《条例》），广泛征求社会各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条例》明确规
定智能网联汽车经登记取得登
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后，可上
特区道路行驶，包括有条件、高

度、完全自动驾驶的规范，还包
括了交通事故的责任判定和法
律内容。这意味着，自动驾驶汽
车有望在深圳合法上路。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成
为全球创新的热点和未来发展
的制高点，是我国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突破口。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全球约有17个
国家制定或修改了专门规范智
能网联汽车的法律法规，为智

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扫清法律
障碍。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
文智表示，作为我国第一部智
能网联汽车的专门立法，《条
例》对规范智能网联汽车应用，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保护人身安
全，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
的财产安全和其他合法权益，促
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市此次发布的《条例》
征求意见稿共十章60条，包括
总则、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
准入和登记、使用管理、网络
安全和数据保护、车路协同基
础设施、道路运输、交通事故
及违章处理、法律责任和附
则，从道路测试到准入登记、
使用管理、道路运输、交通事
故及违章处理、法律责任等实
现了全链条覆盖。

《条例》显示，深圳市对于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
等级划分为有条件自动驾驶、
高度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
三个级别，深圳市工业和信息
化部门可以对准入的智能网联

汽车产品设置明确的准入有效
期、自动驾驶等级、应用场景等
限制性措施。

值得关注的是，《条例》在交
通事故处理及违章方面分为配
备与不配备驾驶人两种情况，且
两种情况还有不同的细分。

“《条例》对智能网联汽车
上路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条件，
使智能网联汽车进入了发展和
规划的新阶段。”全国乘用车联
合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条例》实施后，智
能网联汽车企业可以在深圳进
行本地化测试，预计未来会有
更多企业入驻深圳，推动深圳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深圳为智能网联汽车上路立法征求意见

自动驾驶合法化提上日程

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966万辆，创同期历史新高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截至2021年3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78亿辆，其中汽车2.87亿辆；机动车驾
驶人4.63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4.25亿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966万辆，新领证驾驶人
839万人。图为4月5日，消费者在山西省太原市商场试乘汽车。 中新社记者 张 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