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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出口跃居全球第一，已成定局。
去年，我国汽车产销均首次超过3000万辆，

其中汽车出口 491万辆。据日本汽车工业会最
新预测，日本汽车2023年全年出口量预计在430
万辆左右。这意味着，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
汽车出口第一大国，可以说已是板上钉钉。

出口数量剧增的背后，是内外资品牌产品
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世界第一大汽车出口
国还并不等于汽车强国。

当下，中国离汽车强国还有多远？未来，中
国车企又应如何真正走向世界一流？有很多问
题都值得我们冷静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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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汽车强国有哪些特征？尽管这个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但我们可以通过梳理各项指标，
来感受汽车强国的“分量”。

以数量而言，汽车全球销量上应处于领先
地位。一个国家本土企业汽车在全球的销量，
往往直接反映了该国汽车工业的综合实力。

比如，2023年，全球前十大汽车制造商中，
丰田汽车全年销售达到 1065万辆，大众集团销
量为 880万辆。而我们只有比亚迪首次进入榜
单，全年销量 302万辆，位居第九。这说明中国
车企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从产业上看，国际化、全球化、开放型的产
业布局是重要指标。一个强大的汽车产业，不
能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德国、美国和日本等
汽车强国，通过全球化扩张，在汽车产业全球化
中位居前列。

相关数据显示，日本在海外生产的汽车有
1700多万辆，德国也超过了 1000万辆。而我国
汽车的海外产业布局才刚刚起步。去年3月，比
亚迪首个海外乘用车生产基地在泰国落户；去年

11月，长安汽车首个海外生产基地落户泰国……
就企业来说，应拥有世界一流的汽车品

牌。世界一流企业应具备强大的研发能力、生
产能力、品牌影响力以及市场营销能力，能够在
全球范围内与国际汽车巨头竞争。

2023年《财富》世界500强显示：汽车公司上
榜 24家，其中排名前五的是大众集团、丰田汽
车、斯泰兰蒂斯集团、福特汽车、梅赛德斯-奔
驰。我国只有上汽集团进入前十，位居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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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新能源汽车能在出口中立下“汗马功
劳”？我国成功“换道超车”的背后，有何秘诀？

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新能源汽车的发
轫离不开国家政策层面的强力推动。2008年被
认为是“新能源汽车元年”，这一年，中国首次推
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随后政策、资金、
人才等各类资源汇集。

比如，产业政策最开始的作用是吸引企业
参与，后面则逐个引导企业解决消费者关心的
安全性、续航里程、电池寿命等痛点，并最终让
中国新能源汽车崭露锋芒。

全产业“卷”出来的爆发力。有业内人士戏
称，中国新能源汽车是最“卷”的行业。车企之
间比拼的程度堪称“烈火炼金”，“价格战”成为
行业关键词。为了应对残酷竞争，压力层层传
导到了上下游的所有环节。

实践证明，我们“卷”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仅占
汽车出口总量的 7.0％；2021年出口同比增长 3
倍；2022年同比增长1.2倍；2023年，我国新能源
汽车出口超12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77%。

成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国，值得欣喜。但
我们也需清醒认识到，中国汽车想要真正走向

世界一流，还有许多短板亟待补齐。
看利润，车企盈利能力还相对较弱。相关

数据显示，中国车市规模和利润均占全球汽车
产业三成左右，但本土汽车企业的利润总额，却
不到全球汽车产业总利润的 5%。这与我国车
市的规模不匹配，车企的盈利能力亟须提升。

讲技术，部分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虽然
我国在整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等方面，部分企业暂
时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但部分环节还存在“卡脖
子”现象，其中最明显的是汽车芯片领域。新能
源汽车领域的技术门槛还需提高，相关车企应继
续深耕技术创新，降低被替代的可能性。

观产业，零部件环节“大而不强”。未来的
竞争将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而是整个产业
链的竞争。目前，我国零部件企业还存在“大
而不强”的问题，产业整体竞争力还有较大提
升空间。

比如，2022年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
榜中，日系企业数量排名第一，美系、德系分列
二三位。在数量上，我国与韩国处于并列第四，
共有 10家企业上榜。但在排名前十的企业中，
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

论认可度，高端品牌影响力还较弱。本土
车企在海外消费者心中，尚未树立足够优秀的
品牌形象，还需进一步塑造高端品牌的影响力，
改变消费者的认知。

比如，上汽通过名爵“出海”，在欧洲热销，
但名爵是上汽收购的欧洲品牌，热销较大程度
上源于该品牌本身积攒了一定知名度。此外，
吉利也通过收购沃尔沃进行“出海”。这都说明
我国的本土汽车品牌还未真正打造出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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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差距与挑战，中国汽车仍需付出艰苦

努力。想要成为真正的世界汽车强国，未来我
们还有怎样的路要走？

关山难越，需凝聚国家、产业、企业的全部
合力。打造汽车强国之路，离不开国家与地方
政府、产业和企业同向发力。

比如，2022年，重庆汽车产量位居全国第
四，而 2023年前 10个月，重庆就跃升为全国第
二。这一亮眼表现的背后，与重庆谋划“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作为万亿级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密不可分。

另外，核心技术的攻关，也需发挥举国体制
的优势。现阶段，智能新能源汽车所涉及的高
算力芯片、操作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有
限，迫切需要国家引导和支持产业、企业一起
攻坚。

精诚合作，全产业都应为“中国汽车”这个
共有品牌努力。每一辆汽车的表现，都关系到
中国汽车在海外消费者中的整体形象。全产业
的精诚合作，因而显得格外重要。

可以是单个企业的强强联合。比如赛力斯
通过与华为牵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截至去年
底，双方打造的问界新M7，大定超12万台。

可以是产业链层面的合作优化。去年 11
月，长安汽车与华为签署《投资合作备忘录》，共
同打造中国电动化智能化开放平台。这有助于
推动高端车型的油电转换，有利于我国车企冲
刺高端市场。

可以在出海过程中“抱团取暖”。所有企业
应共享海外资源，避免“内仗外打”，在海外进行
无序竞争。

惶者生存，企业应时刻保持危机感。如今，
行业巨头轰然坍塌不足为奇。这说明即便我国
部分企业已暂时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也并不意
味着就能高枕无忧。

要博采众长、虚心学习。比如，要向科

技创新要核心竞争力。戴姆勒·奔驰公司是
汽车技术创新的先驱者，一百多年来，公司
研发了传动系统装置、汽车安全技术、电子
设备技术等众多先进汽车技术，奠定了其行
业地位。

要打造独特的品牌文化。多年来，宝马、奔
驰、保时捷等品牌，被诠释为身份和社会地位的
象征，其高端的品牌形象在消费者心目中早已
根深蒂固。中国车企还需讲好属于自己的中国
故事、品牌故事，提升品牌溢价。

拼搏是民族崛起的动力源泉，一代代汽车
人需接续奋斗。在过去 70余年里，中国汽车工
业涌现出了无数伟大的汽车人。

他们有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带领工
人肩挑手提，为中国汽车工业打下基础；有的
在历史关键时刻，前瞻性地提出“换道超车”
的建议，让中国迎来了新能源的风口；有的押
上全部身家，去海外收购锂矿，让我国在生产
动力电池的关键原材料方面，有了更多的话
语权……

眼下，我们仍有一座座高峰需要去攀登。
未来，我们还需新一代的企业家，成千上万的硕
士、博士工程师等汽车人，一起接续奋斗。

从 1953 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算
起，到 2023年，中国汽车工业刚好走过了 70年
的历程。

激荡风云的汽车 70年，暗藏着中国经济的
发展脉络，亦是中国奋进的时代缩影。一代代
汽车人薪火相传的奋斗精神，凝结成中国汽车
工业不懈前行的动力。

当前，全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革命才刚
刚开始。时代变局与技术革命不断孕育出新的
繁荣，谁会定义下一代汽车？相信在不远的未
来，我们终将在顶峰相见。

据上游新闻

□ 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3016.1万辆和
3009.4万辆，实现历史性突破，并连续15年位居
全球第一。同时，全年出口汽车近 500万辆，有
望成为世界第一汽车出口国。

创造这一骄人成绩，重庆立下了汗马功劳——
市经信委数据显示，预计 2023年全市汽车产量
为 230万辆，排名有望位居全国第二。“重庆造”
汽车中，新能源汽车预计产量为50万辆，同比大
增37%，明显超过全国平均增幅。

看产品
引领态势十分明显

1月15日晚10点过，位于华润万象城的AITO
问界体验中心，前来试驾问界M9新车的市民，
仍然在兴致盎然地排着队。陈谡在等待近一个
小时后，终于看到试驾车辆开了回来。他和朋
友急忙上了车，旁边还有另外几名试驾者在等
待，估计最晚要等到12点左右。

“这款车有很多其他车没有的东西，这是我
最感兴趣的地方。”陈谡一边用手指在车中控屏
上不停滑动，体验各种新功能，一边说。

AITO问界M9的生产企业——赛力斯汽车
相关人士介绍，作为一款全景智慧旗舰 SUV，问
界M9拥有多项行业首创的技术。例如水平自
适应双扶手功能、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智能
油冷2.0技术等，极大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目
前，这款车的累计大定单量已超2万台。

同样属于“重庆造”的长安旗下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阿维塔 12，也有多达 12项首创“黑科
技”，如轿车前排双零重力座椅、智能光感前风
挡轿跑等。这款车刚一面世，就已有其他汽车
品牌借鉴它的科技元素和设计思路。

“重庆在汽车产品技术上的一些关键领域，
引领态势已经十分明显。”市场观察人士曲云超

表示，以自动驾驶为例，目前业内公认技术最先
进的，就是华为ADS 2.0高阶智能驾驶系统，而
在整个行业内最先搭载这套系统的车企，就是
重庆的阿维塔和赛力斯。

先人一步应用新技术，让两家重庆车企收
获满满，订单量大增。阿维塔 12上市仅 6天，
大定就突破 15000辆；带有智驾功能的AITO问
界新M7去年 9月一推出，销量也是“蹭蹭”上
涨，在 2024年第一周（1.1—1.7）新能源汽车品
牌周销量排行榜上，赛力斯以0.6万辆的周销量
问鼎榜首。

更重要的是，两家重庆车企的率先示范，在
国内引动了一波“智驾”热，多家车企纷纷跟进
自动驾驶技术的应用和研发。有专业机构预
测，国内自动驾驶技术有望在 2025年后整体走
向成熟，较前几年业内预测的时间节点（2030年
后）大幅提前。

看生产线
重庆车企堪称标杆

新车型热销，背后无疑是重庆先进的汽车
产业体系。

1 月 14 日，在沙坪坝区的赛力斯智慧工
厂，记者了解到，冲压车间内自动化装箱、AGV
自动传输、一键换模等设备协同操作，仅需 5
秒就能完成一个部件的冲压。焊接车间内，
300余个智能机器人实现关键工序 100%自动
化，部分生产线还采用了激光远程飞焊，无需
接触便可快速完成精细化焊接。总装车间内，
数百台机器人正在自动工作，每两分钟就能下
线一辆新车。此外，该工厂即使在关灯的黑暗
环境中也可以照常生产，是名副其实的“黑灯
工厂”。

1月13日，在长安汽车位于渝北区的新建工
厂内，记者看到，生产线装配调试工作正干得热
火朝天。该工厂占地 40万平方米，但从开工到
建成仅用了 11个月，未来新能源整车产能将达

到每年28万辆。
“我们工厂首次在汽车行业大规模应用 5G

技术，将 12000多台设备接入数字底座，可实现
生产设备、人员、物料、工艺数据的无缝连接。”
长安汽车相关人士介绍，新工厂还可结合大数
据平台和高级排程系统，确保产销平衡，并提高
30%以上的生产效率。预计到 2024年，5G智慧
工厂解决方案将为长安汽车带来超过 500亿元
的经济效益。

在市经信委相关人士看来，无论是赛力斯
的“黑灯工厂”，还是长安的“5G工厂”，都堪称目
前中国汽车生产制造行业的标杆。而标杆对全
行业的引领性，正随着重庆汽车产业全链条生
态的完善，进一步加强——

两江新区出台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龙头引领行动计划，预计 2025年智能网
联新能源整车产量将突破100万辆，产业规模突
破 3000亿元；璧山加快新能源汽车千亿产业集
群建设；南川区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特色
产业园区、示范配套基地；永川区加速建设西部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城。

为加强顶层支持，去年上半年，重庆出台渝
西地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倍
增行动计划，提出到2027年，渝西地区相关产业
规模实现倍增，汽车零部件企业数量达到 1000
家，产值达到4000亿元。

市经信委上述人士还表示，目前，我市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 3大系统、12大总成、
56个部件已实现全覆盖和集群式发展，并形成
以长安系为龙头、十多家整车企业为骨干、上
千家配套企业为支撑的“1+10+1000”优势产业
集群。

重庆汽车产业链加速发展，让市场蛋糕越
做越大。北斗星通、恩智浦、中科创达、云从科
技、华域视觉等先进零部件企业，和华为、百度、
阿里、腾讯等巨头纷纷来渝布局；比亚迪、宁德
时代、赣锋锂业、拓普集团、铭科精技、华阳集团
等也进入“重庆造”汽车泛达全国的采购体系，

获得共赢。

看竞争赛道
实现技术路线全覆盖

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为啥
处于全国先进水平？这离不开重庆特有的汽车
产业环境优势和科学的产业战略规划。

首先是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齐全。面对汽
车产业的“换道超车”竞争，重庆咬定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路线不放松，“兵力”齐出，做到几乎
所有领域和技术路线的全覆盖。

例如，在新能源汽车形态上，重庆既有纯电
动、插电混动，也有换电、增程式，还有氢燃料等
前沿技术路线。在新能源汽车种类上，则包含
了乘用车的轿车、SUV、越野、MPV，商用车的小
轻中重卡、各类客车和专用车、改装车。

其次，重庆汽车产业的各类基础支撑完备，
充电桩保有量达 20万个，基本实现公用充电基
础设施全市覆盖，高速公路快充覆盖率和辐射
范围西部领先。

此外，重庆拥有国内最丰富的“车路协同”
场景，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测试能力、应用
场景和示范规模等方面，引领着行业发展。

目前，重庆在高新区、两江新区、永川区、大
足区等多地开展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示范基地
以及相应的道路建设。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
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李克强表示，重庆在
云控技术、车脑技术等方面已走在全国前列，未
来有望推动车路云一体化再上一个台阶。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发展，重庆接下来将从七个方面发力：提升
整车新能源和智能网联化水平；推动零部件延
链、强链、优链；推进自动驾驶及车联网创新应
用；培育汽车软件与人工智能产业；打造智能网
联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体验之都；完善基础设施
及服务体系；构建全面高效的产业安全保障。

重庆的目标是：到2025年，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年产销量超过 150万辆，全国占比 10%以
上，形成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雏形；到2027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年产销量
超过200万辆，正式建成万亿元产业集群。

中国汽车产销量历史性突破背后的“重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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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已居全出口已居全球第一球第一
中国距离汽中国距离汽车强国还有多远车强国还有多远

▶依托果园港，重庆正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商品车多式联运分拨中心。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长安汽车两江工厂二厂区焊接车间，机械臂正在精准焊接。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