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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建设

重庆聚能 创新发展
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实现“三个向上”跃升式发展

在传统汽车产业向新能源化、智能化转
型初期，重庆也曾经历市场洗礼，遭遇“水土
不服”，如产品缺乏竞争力、汽车销量下滑等。

然而，凭借雄厚的工业基础与健全的产
业链，短短几年时间，重庆实现了换道超车。
无论是“老司机”长安汽车，还是“新势力”赛
力斯，近年来，“重庆造”正在新能源汽车市场

“怒刷”存在感。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志杰表示，市委、市政
府在“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架构
下，提出了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的
目标，这既是基于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度变革
趋势的深刻把握，也是基于重庆汽车产业发
展的深厚基础和良好态势。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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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向
上”跃升式发展。

一是产品向上，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迈上新台阶，达到95.3万辆，增长90.5%；主
流新能源汽车单车价值达到23.6万元，较上
年提升7.3万元；20万元以上的主流新能源
车型占比达到48.3%，较上年提升21.6个百
分点。

二是品牌向上，问界、阿维塔、深蓝等“重
庆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品牌市场竞争力
和美誉度持续提升。

三是产业链向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企业达到543家，产业链“从全到强”
稳步发展。加快建设便捷超充城市，在全国
率先实现所有乡镇、街道超快充基础设施全
覆盖。成功入选全国首批智能网联汽车准入
和上路通行试点、“车路云一体化”应用“双试
点”，同时全域成功入选工业领域北斗规模化
应用试点。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重庆长安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华荣感触很深：

“去年，长安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全年总
销量达268.3万辆，同比增长5.1%，创下近7
年来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73.4万
辆，同比增长52.8%，实现量价齐升。值得一
提的是，深蓝汽车仅用了29个月，便实现了
从0辆到40万辆的突破。”

长安的优异表现折射出重庆在加快建设
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中的强
劲势头。在朱华荣看来，目前重庆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呈现出向新、向上的良
好态势。同时，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结构也
在加速重构，呈现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方向发展的态势。2024年“重庆造”中高端
新能源车型占比持续提升，阿维塔07、阿维
塔11等，以及赛力斯相关车型成为主力，丰
富了重庆汽车产业中高端车型。除了中高端
车型崛起，重庆新能源汽车也在智能制造升
级中越走越稳。

在汽车产业智能化“下半场”
加力推进创新发展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汽车产业智
能化‘下半场’加力推进汽车产业创

新发展，加快提升整体竞争优
势，加速推进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之都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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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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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而言，重点抓好三方面协同：
一是强化创新协同，优化政策、资金、人

才服务供给，突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做
强创新主体，支持整车龙头企业、零部件链长
链主企业与科技领军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深度融合发展，协同推进自主创新，持续提升
品牌市场竞争力；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方
向组建产业创新综合体，培育一批中试平台，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二是强化整零协同，优化资源配置做大
链长链主企业，以整车、总成企业需求为牵
引，招引一批补链强链延链关键项目，做大做
强50家现有零部件企业，培育30家汽车电
子主导型、领军型和专精特新企业，健全零部
件供应链体系，推动零部件产业集群成势、转
型升级发展。

三是强化跨域协同，以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整体升级为引领，带动汽车电子、功率半
导体、轻量化材料、高端装备、精细化工等产
业发展，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空
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同时，加快建
设“便捷超充之城”“车路云一体化”标杆城市
和自动驾驶生态高地，推进汽车行业“产业大
脑+未来工厂”的建设，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关键人才引进培育，完善汽车金融、新能
源汽车保险、“渝车出海”等服务体系，持续打
造产业创新发展的一流新生态。

发挥龙头企业牵引作用
助力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重庆要想打造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必须发挥汽车产业
链龙头企业牵引作用。

“2025年，长安汽车将通过强化战略落
地、打造爆款产品、完善产业布局、协同产业
链等，全力以赴推动重庆汽车产业转型升
级。”朱华荣表示，首先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研发。目前长安汽车已构建起“六国十地”全
球协同研发布局，打造了1.8万人的研发团
队，建立了超过5000人的软件及AI人才队
伍，收获了200余项标准和9345件专利，开
发了46款智能网联汽车。长安汽车正在加
速以数智技术重塑研、产、供、销、运全价值
链。同时，以重庆为主，长安汽车将持续完善
新能源、智能化产业布局。加快完善整车、电
芯、电驱、电控、电池回收等产能提升，全力推
进重庆“车路云一体化”示范运行。

朱华荣表示，制造业是重庆的“家底”，而
汽车产业则是“家底”中的重中之重。在全球
汽车产业大变革之际，重庆加快打造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之都，恰逢其时、正当其时，“智

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我们应
该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动智能网联

技术进步，为建设世界级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贡献

力量，携手开创数智时代
新未来。”

利好加持

在汽车产业
加速向新能源与
智能网联转型的
浪潮下，重庆提
出打造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之
都，这让重庆成
为这轮产业变革
中的焦点区域。

作为传统汽
车重镇的重庆，将
如何抓住机遇打
造全球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
新高地？在全国
两会上，记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

智能化热潮

2024年重庆汽车产业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95.3万辆 同
比增长90.5%

○整车生产规模进入全国省市前三位

○主流新能源汽车单车价值达到23.6万
元 较上年提升7.3万元

○汽车产业增加值增长26.7%

○对全市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66.7%

重庆代表团提交全团建议：
支持重庆加快建设世界级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重庆正在提速打
造的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作为全国制造业
重镇，重庆将如何壮大这一集群？2025年全
国两会上，重庆代表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提交全团建议，希望国家层面支持重
庆加快建设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群。

为支持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战
略，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支持汽车强国
建设，代表们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相关
部委配合，支持重庆打造国家重要的汽车研
发制造基地。

一是支持在重庆布局车规级芯片等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重大项目，并在项目资
金、股权投资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二是支持长安汽车、中国汽车工程研究
院、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等领军企业
和科研机构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项目，推
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来渝工程化、产业化。

三是支持重庆在市内优化调剂使用整车
产能，推动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二期扩能、吉
利极星项目等重大整车项目建设，支持优质
整车企业扩能增效。

四是支持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
优质企业上市；支持成渝地区创建国家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先进制造业集群。

为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科技创
新的前沿阵地、汇聚顶尖人才、引领行业进
步，给重庆汽车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发挥对区
域和行业转型升级的带动作用，代表们建议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支
持重庆在汽车领域创建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
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

为加快成渝“氢走廊”建设，进一步巩固
我国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先地位，推动构
建绿色低碳能源体系，代表们建议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
家能源局支持将成渝氢走廊区域纳入国家燃
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市群，并在川渝沿线
氢能基础设施建设、燃料电池汽车推广应用、
整车及系统、电堆、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制造以
及氢气供应等环节给予政策支持。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上游财经

位于渝北区的长安数智工厂，全自动装配机器人和视觉检测机器人协作实现自动化装配。（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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