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近期，“新质生产力”成为
热词。2024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

新能源汽车也在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多次提
及，如“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加
快前沿新兴氢能、新材料、创
新药等产业发展，积极打造生
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
等新增长引擎”。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新
能源汽车如何发力？新能源
汽车企业如何把握新质生产
力带来的市场机遇？

巩固扩大新能源汽车
领先优势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
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
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
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
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
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
标志。”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
此前在解读2023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时就新质生产
力内涵作出回复，备受关注的
锂电池、光伏、新能源汽车等

“新三样”行业近年来发展比
较快，在国际市场上也具有较
强竞争力。要大力支持企业
深度拓展国内、国际市场，推
动优化行业技术标准，营造良
好竞争环境，实现符合市场规
律的优胜劣汰。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近年来，在政策和市场的双轮
驱动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蓬勃发展，
市场份额逐年扩大，发展势头
迅猛。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统计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近
两年来高速发展，连续9年位
居全球第一。2023年，新能源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58.7万辆
和94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5.8%和 37.9%，市场占有率
达到31.6%。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
质量发展是汽车产业形成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中国
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
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新
质生产力意义重大，不仅有助

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更是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途径。新能源汽
车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快
速发展能够带动相关产业链
的升级与创新，形成新的经济
增长点。同时，新能源汽车的
普及有助于减少传统燃油车
对环境的污染，提高空气质
量，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因
此，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行业
的新质生产力，对于我国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生态文明
建设都具有深远影响。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王鹏补充道：“新能
源汽车行业发展新质生产力
可以增强产业链韧性与安全
性。特别是核心技术和关键
零部件的自主研发和生产，能
减少对外依赖，提高产业链的
自主可控程度，降低外部风
险。新质生产力的引入和应
用可以优化供应链管理，提高
生产效率和灵活性，使企业在
面对市场变化时更加稳定和
有韧性。”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新质生产力还有助于推动产
业升级与高端化。”王鹏进一
步分析称，一方面，新质生产
力强调技术的创新与升级，这
有助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摆脱
传统的依赖低端劳动力和资
源的发展模式，向依赖高端技
术和智力资源的发展模式转
变；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
新能源汽车的功能、性能、品
质等都能得到提升，进而提高
其市场价值和附加值，使企业
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多地竞逐新能源汽车
下半场

如果说电动化是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上半场，那么，智能
网联汽车的高质量发展便是下
半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巩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的优势需要多方面的努
力。中国数实融合50人论坛
智库专家洪勇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称，巩固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的优势需要
持续增加如电池、自动驾驶和
车联网等核心关键技术的研
发投入；大力加强充电网络、
智能交通设施及相关通信网
络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积极
的政策引导与扶持，比如购车
补贴、税收优惠、绿色金融等
政策；并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与

开放，借鉴引进先进技
术，形成互利共赢的全
球化产业格局。

“要优化标准和监
管体系。”王鹏强调，新
能源汽车企业要积极参
与和推动国际、国内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相关
标准的制定和完善，确
保标准的先进性、科学
性和适用性。同时，相
关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
监管体系，采用先进的
数据分析和监控手段，
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近年来，我国一直
高度重视智能网联汽
车发展。从国家层面
来看，去年11月，工信
部、公安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
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
明确，通过开展试点工作，引
导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和
使用主体加强能力建设，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智能
网联汽车产品的功能、性能提
升和产业生态的迭代优化，推
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高质量
发展。

此外，《智能汽车基础地
图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23
版）》《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
（2023版）》等文件也在去年陆
续发布，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地方层面来看，继去年
京津冀三地联合编制《京津冀
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链图谱》，并印发《京津冀新能
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同
招商工作方案》以来，三地共
组织了5场产业链对接和招商
活动，重点推动北汽、一汽、长
城及造车新势力在京津冀布
局配套供应链。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对外交流处副处长胡广豪介
绍：“京津塘高速智能网联汽
车协同场景将加入氢能元素、
北斗元素和无人驾驶元素，打
造‘氢能—智能网联—北斗定
位’示范工程。这是三地加强
统筹联动，推动新能源和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链图谱成果转
化应用的一个具体表现。”

值得关注的是，近日，北
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
区取得重大突破，自动驾驶乘
用车载人示范应用在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正式落地。
中国城市报记者从北京

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了
解到，示范区将加快部署车路
云一体化基础设施，实现大兴
国际机场与更多区域连通，为
北京南站、首都机场等其他场
站场景开放打好基础，加速京
津冀协同发展形成合力。

另外，上海市也在积极布
局智能网联汽车。去年，上海
市发布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促
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应用规定实施细则》《嘉定
区建设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高地行动方案（2023-2025
年）》《浦东新区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
案（2023-2025年）》等多项政
策文件。

加速构建汽车
产业新生态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
正在助力汽车产业生态重塑，
在提质升级的同时，融入了多
项变革性技术。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企
业如何把握新质生产力带来
的市场机遇？王鹏告诉记者，
这需要新能源汽车企业敏锐
捕捉市场需求，定期开展市场
调研，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和偏好，以及行业的发展趋势
和竞争格局。根据市场调研
的结果，及时调整产品策略和
研发计划，开发出更加符合市
场需求和发展趋势的新能源
汽车产品。

“同时，加大在技术研发
和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提高

自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积
极与国内外先进的技术研发
机构和企业进行合作和交流，
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的
进步和应用。”王鹏补充道，此
外，需要构建高效运营的商业
模式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
合作，也有助于新能源车企把
握市场新机遇。

尽管我国新能源汽车行
业发展势头强劲，但不可否认
的是，我们仍面临一些亟待解
决的难题。

“新能源汽车行业存在电
池技术瓶颈、回收利用体系不
健全、安全性能待提升以及产
业链协同发展不足等问题。”
洪勇表示，针对这些薄弱环
节，应当加大研发投入，突破
电池技术难题，提高续航能力
和降低成本；建立健全废旧电
池回收利用体系，实现资源循
环利用；强化安全设计标准和
检测手段，确保汽车的电池安
全、信息安全和功能安全；同
时，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
新，提升关键零部件国产化水
平和产业链整体韧性。

对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
问题，王鹏建议，政府和企业
应共同努力，加快充电基础设
施的布局和建设，提高充电服
务的便利性和可靠性；同时，
推动车联网、智能交通等技术
的发展和应用，为新能源汽车
的使用和管理提供更加智能
化的支持；并且，加强对新能
源汽车相关领域专业人才的
培养和引进，打造一支高素质
的研发、管理和服务团队，为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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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吉林省长春国际汽车城的一汽弗迪新能源动力电池

项目内，AGV配送车在将电池送入自动放电库。一汽弗迪新能源动

力电池项目是东北地区首个新能源汽车电池基地。

中新社记者 张 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