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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拿出车钥匙，远程遥控打开车门，坐

进车内启动车辆，此时汽车两侧弹出两个

机翼，随着悬挂在两侧的发动机缓缓启动，

汽车摇身一变成为小型飞机，从地面快速

驶向天空⋯⋯”

曾几何时，“会飞的汽车”是许多科幻

电影和动画片中的常客，凭借灵活的起降

和强劲的动力，飞行汽车总是能够帮助主

角化险为夷，完成各类高难度任务。如今，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会飞的汽车”也从

电影银幕中逐渐走进了现实世界，成为不

少科技公司发力的新风口。

6 月 28 日，斯洛伐克 Klein Vision 公司

研制的双模式 AirCar 飞行汽车，从斯洛伐

克的尼特拉机场飞往布拉迪斯拉机场，飞

行时长达 35 分钟，“飞行汽车”再次成功试

飞，引发了人们的关注。

有分析指出，这次飞行开启了双重运

输工具的新时代，它开辟了一个新的运输

类别，将原本属于汽车的自由还给了个人。

“日益拥堵的城市道路和时长混乱的

交通情况，让汽车的通行效率大打折扣。”

威尔森分析师徐宏直言，“在这种情况下，

地面交通从路面向上和下进行延伸辐射，

将成为发展趋势，向下就是地铁，向上则是

飞行汽车。”

正如徐宏所言，“如果说汽车‘新四化’

决定着未来 10 年的出行方向，那么可能在

今后的 30 年甚至更久，飞行汽车都将成为

出行领域热门的发展风口。”

“空 中 交 通 时 代”离 我 们
还有多远

“过去 100 多年间对于飞行汽车实践

探索，主要发生在美国，人们通过汽车与飞

机的结合，设计同时具备地面行驶和空中

飞行功能的飞行汽车。尽管有陆空两栖功

能的飞行汽车目前还难以融入地面交通运

输体系，但随着技术和产品的发展，应可在

应 急 救 援 和 国 防 军 事 等 领 域 作 出 重 要 贡

献。”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

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教授张扬军在飞行汽

车研究发展与关键技术的论文中指出。

随着城市空中交通概念的兴起，飞行

汽车概念的内涵拓展为用于解决城市交通

拥堵问题、或用于城市空中交通的运载工

具。“我们现在常说的飞行汽车，为仅具有

空中飞行功能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已

经成为世界各国重点布局的领域。”张扬军

表示。

事实上，在各国的利好政策刺激之下，

市场需求也在同步增长。飞行汽车已经由

最初个人梦想家的小范围实践，发展为资

本市场和新兴科技公司关注的热点，正进

入一个新的阶段。

罗兰贝格在 2018 年 11 月发布的“城市

空中交通——一种新型交通方式的兴起”

研究报告中，预测到 2025 年，将有 3000 架

飞行汽车投入使用，随后呈指数级增长；预

测到 2050 年，全球范围内将有近 10 万架飞

行汽车用作空中出租车、机场班车和城际

航班服务。

而 摩 根 士 丹 利 也 发 布 蓝 皮 书 ，估 算

2040 年 全 球 城 市 空 中 交 通 的 产 业 规 模 将

达到 1.5 万亿美元。

作为面向城市空中交通和未来出行的

新型交通工具，飞行汽车正日益受到航空

和汽车领域的重视，成为航空与汽车技术

与产业跨界融合的重要发展趋势。

“突出飞行模式优势、具有垂直起降功

能的电动飞行汽车，已成为当今国内外飞

行汽车研发的主流。波音、空客、贝尔、巴西

航空、中航工业等传统航空企业巨头均已

布局电动飞行汽车的研发。电动汽车的发

展，为电动航空奠定了较好的技术与产业

基础。”张扬军介绍说

有分析指出，飞行汽车亦被认为是汽

车技术电动化、智能化之后的必然发展，目

前，吉利、奥迪、现代、丰田、特斯拉等汽车

企业也都纷纷加入飞行汽车研发的行列。

事实上，飞行汽车的发展，不仅会给人

类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智慧出行时代，更

会对未来社会、经济、安全和环境等方面产

生重大影响。

以旅游观光领域为例，飞行汽车可以

在景区、游乐园旅游景点等指定地点提供

空中旅游服务，游客搭乘飞行汽车，可以通

过一种新的视角游览以前难以到达或者无

法到达的地区，比如深谷、高峰、丛林、荒

岛、瀑布等。

据 了 解 ， 除 了 载 人 出 行 ， 飞 行 汽 车

近 期 更 可 能 的 落 地 场 景 就 是 运 物 ， 特 别

是 在 地 面 交 通 不 便 的 地 域 ， 比 如 距 离 不

太 远 的 离 岸 岛 屿 ， 山 区 地 区 等 没 有 陆 地

交 通 条 件 或 者 地 面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不 佳 的

区 域 ， 通 过 飞 行 汽 车 实 现 物 流 运 输 是 有

明显优势的。

“目前国内上海金山地区就在进行这

类海上空域范围内智能空中物流的示范运

营工作，一个场景就是将离岸海岛的优质

水产品快速运抵金山区，再通过陆运抵达

城区。”张扬军说。

如何抢占产业发展新风口

毫 无 疑 问 ， 飞 行 汽 车 作 为 面 向 城 市

空 中 交 通 和 未 来 智 慧 出 行 的 新 型 交 通 工

具 ， 将 给 人 们 带 来 一 个 更 加 美 好 的 智 慧

出 行 时 代 ， 也 将 在 出 行 行 业 重 新 掀 起 一

轮市场洗牌。

“对于任何新型领域而言，‘先到者’都

具有一定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起初是技

术上的，随后会转化到产品和市场中，最终

转化为大量的订单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因

此，如何抢占飞行汽车这个产业发展新风

口，是当下最要紧的问题。”徐宏分析道。

而张磊就是与时间赛跑，抢占飞行汽

车风口队伍中的一员。作为北京玮航科技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张磊从 2016 年

起，就将目光瞄准在了飞行汽车的领域。

“我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在清华大学汽

车工程 系 读 的 ， 当 时 通 过 与 课 题 组 老 师

和 同 学 的 交 流 讨 论 ， 结 合 对 于 市 场 发 展

趋 势 的 研 判 和 消 费 者 需 求 的 分 析 ， 我 们

预 测 未 来 交 通 领 域 的 发 展 会 从 面 向 地 面

交 通 的 电 动 智 能 汽 车 时 代 ， 最 终 走 向 实

现 立 体 出 行 的 飞 行 汽 车 时 代 ， 这 也 让 我

与飞行汽车结缘。”

然而当时在国内，研发飞行汽车相关

技术的企业和科研机构少之又少，没有前

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就只能在未知中摸索前

进，为了能够确定发展的方向，张磊查阅寻

找了很多国外关于飞行汽车的资料，经过

近一年的学习研究，张磊有了较为清晰的

认知和理解。

“飞行汽车作为新生事物，实现从 0到 1
的突破，让飞行汽车飞起来是当前各个企

业关注的焦点，而我们认为从无到有之后，

从有到优才是未来产品竞争的核心”张磊

分析说，“载得多、飞得远、噪声低，这三点将

成 为 未 来 衡 量 飞 行 汽 车 优 不 优 的 关 键 因

素，动力推进系统则是关键卡脖子技术。”

张磊直言，“目前在测试的飞行汽车基

本都采用旋翼推进方式，旋翼推进基本解

决了飞行汽车从 0 到 1 飞起来的问题，而涵

道风扇具有尺寸小、推力大、噪声低、安全

性好的优势，是更加适合城市立体交通应

用场景的推进方式，是让飞行汽车从有到

优的推进方式。”

为了解决“优”这一关键问题，张磊和

同事们将目光锁定在了研发大推力、高效

率、低噪声的电动涵道风扇推进技术上。据

张磊介绍，玮航科技围绕电动涵道风扇智

能推进技术进行系统研究并建立了核心技

术门槛。建立了高通流涵道风扇设计理论

与方法，提出了涵道风扇电机一体化耦合

设计模型，以及在地面效应影响下提高飞

行汽车安全起降能力的智能控制策略，相

较于旋翼飞行汽车，涵道风扇飞行汽车在

垂直起降的过程中更加安全，与此同时，在

风扇电机一体化设计的加持下，涵道风扇

推进系统解决了电机重量大的问题，进一

步提升了续航和飞行的效率。

然而想要进行技术创新，绝非一件容

易的事，张磊和同事们在涵道风扇技术的

研发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不少的难题。

“比如如何解决涵道风扇适用的电机

重量较大这一技术问题，国际上就没有可

借鉴的经验，就是我们跳出常规思维，独立

自主解决的。涵道风扇低速大扭矩特性使

得常规选型匹配得到的电机重量很大，这

就 削 弱 了 涵 道 风 扇 相 较 于 旋 翼 技 术 的 优

势，减重的问题困扰了我们很久。后来我们

将风扇和电机统筹进行考虑，通过耦合设

计、协同优化的方法，最终为解决了这一难

题指明了技术路径。”张磊回忆说。

张磊告诉记者，尽管自主研发和探索

的过程有时候很艰难，但是同样非常锻炼

人：“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大胆打破学科

边界，头脑风暴提出各种创意，这些成果是

我们未来研发的宝贵财富。”

也正是凭借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大胆求

证的态度，张磊和同事们在飞行汽车的关

键 技 术 和 场 景 开 拓 方 面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进

展。“今年年底左右，我们针对特定场景的

600 公斤级全尺寸飞行平台将会进行飞行

测试，顺利的话明年会开始产业化落地，逐

渐进入大家的生活。”张磊说。

“发展飞行汽车，突破关键技术瓶颈，

不仅可为发展城市空中交通奠定技术和平

台 基 础 ，还 将 有 效 促 进 动 力 电 池、燃 料 电

池、新型轻量化材料和智能驾驶等产业链

的技术突破与创新，增强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引领能力，对我国实现交通强

国目标特别是发展电动航空战略新兴产业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徐宏直言。

张扬军则建议构建汽车与航空跨界融

合的飞行汽车技术创新体系，以及推动飞

行汽车在城市空中交通和应急救援等领域

的示范应用，以此作为我国发展近期飞行

汽车的突破口和重点任务。

“我推测地面汽车交通在 2030 年左右

跨入智能汽车时代后，将开启与城市智能

空中交通的融合过程。”张扬军对记者说，

“预计到 2050 年左右，飞行汽车的发展将

从公共交通领域进入私人交通领域，陆空

两栖的智能飞行汽车将开启大众化应用，

人类将迎来地面智能交通与城市空中交通

融为一体的未来智慧出行时代。”

“会飞的汽车”是不是下一个产业新风口

□ 程鸿鹤

近 日 发 布 的 《2021 年 中 国 消 费 者 自

动驾驶信心指数调查》 显示，中国消费者

对 自 动 驾 驶 技 术 信 心 指 数 达 到 了 50 分 ，

远高于美国消费者的 36 分，说明中国消

费者对自动驾驶的接受度更高。

有 分 析 认 为 ， 在 当 下 的 中 国 汽 车 市

场，对新技术接受程度较高的青年群体成

为主力军，这也是自动驾驶在中国接受程

度更高的原因之一。在青年群体看来，自

动驾驶会怎样改变人们的生活？自动驾驶

的发展还有哪些难题待解？

自 动 驾 驶 发 展 不 能 以 安
全为“赌注”
大连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 张丁元

不 可 否 认 ，

自 从 汽 车 发 明 以

来 ， 自 动 驾 驶 一

直 是 人 们 梦 寐 以

求 的 技 术 。 时 至

今 日 ， 近 百 年 的

不 断 尝 试 与 技 术

积 淀 让 自 动 驾 驶

从 未 离 大 众 如 此

之近。

自 动 驾 驶 的

普及无疑对社会有着巨大影响。当自动驾

驶全面到来时，传统司机与驾驶证是否还

有存在的必要，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产业又

将 何 去 何 从 ， 交 通 法 规 是 否 需 要 重 新 制

定，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在变革到来时我

们必须要考虑的。

同时，变革带来的不仅仅是问题，更

多的是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当自动驾驶得到普及之后，我们将不

再需要为路线规划、时间管理、路况变化等

一系列问题担忧，通勤时间也可以得到更

高效的利用，物流成本也将再次大幅度下

降。自动驾驶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从里

到外的质的提升”，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如果问我在当下是否愿意使用

自动驾驶功能，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现阶段大部分自动驾驶系统并不能达

到真正的自动驾驶水平，仅仅是能在封闭

路段或是部分特殊路段进行自动驾驶，哪

怕是目前最高级的自动驾驶系统也仅仅能

达到 L3 自动驾驶。

甚至有厂商对只有 L2 自动驾驶标准

的车辆进行大肆宣传，号称其可以达到自

动驾驶的水平。这是以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为“赌注”，以自动驾驶为噱头来骗取利

润的极不负责的行为。

以 系 统 思 维 筑 牢 自 动 驾
驶安全网

华侨大学新闻传播专业 夏博阳

数 字 经 济 的 发 展

带给人民生活便利和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新 期

待 ，为 世 界 文 明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技 术 支 撑 。

但 同 时 ，虚 实 融 合 的

信息社会也将不确定

性放大化、可视化、情

景 化 。数 据 是 信 息 时

代 的 石 油 ，汽 车 是 工

业时代的明珠。因此，无论是遵循技术逻辑

还是历史逻辑，智能汽车、自动驾驶自然就

成为各方治理博弈的焦点。

自动驾驶的治理问题十分复杂。从产

品层面看，不仅要解决技术鸿沟引发的伦

理问题，更要关注由于技术代差引发的发

展问题。比如，当高阶与低阶的自动驾驶汽

车相撞时，如何科学、合理地评判技术差异

对交通规则的影响。从产业层面看，自动驾

驶的供应链纷繁复杂，评价体系尚在探索。

技术与资本要构建正反馈的有序发展，这

需要标准化建设与反垄断设计相向而行。

攻下技术高地后 自动驾
驶必将迎来春天
大连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 王博雨

随 着 计 算 机 技 术

和 人 工 智 能 的 发 展 ，

无人驾驶也逐步走向

成熟。可以肯定的是，

无人驾驶的大趋势是

不 可 阻 挡 的 ，而 作 为

新时代车辆专业的大

学 生 ，我 不 仅 愿 意 体

验 无 人 驾 驶 汽 车 ，更

愿意为中国无人驾驶的发展贡献力量。

诚然，无人驾驶依然面临重重困难，但

历史上没有哪项新技术的出现不是要跨越

无数荆棘的，无人驾驶的普及必将为人类

社会带来巨大变革。

首先，是人力的解放，人们不必在开车

这件事上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心情，解放劳

动力的同时也间接提高了人们日常的工作

效率。

其次，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死亡统计

数据，全球每年约有 120 万人死于道路交

通事故，每天有 3242 人死亡，而受到交通

事故伤害的人数高达 5000 万，相当于全球

5 个最大城市人口的总和。而日产在 2017
年的报告就曾指出，L2 乃至最低级别 L1 的

自动驾驶就有可能降低 25%的交通事故，

可见自动驾驶在日趋完善后能对减少交通

事故起到重要作用。

在节能减排方面，自动驾驶精确的油

门控制可以大大减少不良驾驶习惯的燃油

消耗，有研究显示，如果所有的汽车都采用

自动驾驶，道路承载量可以提高 20％，拥

堵区的油耗可以降低 83%。

最后，是自动驾驶对整个城市交通带

来的大变革。自动驾驶不会像人类那样感

到焦虑或发生“路怒症”，它既不会疲惫，也

不会发生加塞、超速等违规情况，它还能利

用 GPS 系统自动寻找不堵车的道路，因此

道路通行效率将大大提高，现在的四车道

可能只需要两车道就足够了。这将大大减

少城市空间压力，留出更多用于绿化、基建

的空间。

总而言之，自动驾驶必将全方位，深层

次的改变人们的生活，让人民更幸福，生活

更美好。只要攻克眼前的技术难关，等待我

们的必将是美好的未来！

期 待 自 动 驾 驶 解 锁 更 多
应用场景
华北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 滕怀钰

自 动 驾 驶 汽 车

作 为 我 们 汽 车 领 域

的 新 兴 产 物 ， 在 其

看 似 方 便 省 力 的 外

表 下 ， 抑 或 是 在 汽

车 制 造 技 术 趋 于 成

熟 的 条 件 下 ， 其 实

更 多 寄 予 了 大 家 对

于人工智能的厚望。

例 如 ， 越 来 越

多城市投放了氢燃料电池公交车，然而由

于加氢站的位置设定普遍偏僻，导致投放

数量和线路都较为受限。自动驾驶汽车也

或多或少会面临类似的社会性问题。因而

相比于体验自动驾驶汽车，我更愿意在某

些公共领域看到他们为社会发光发热。

我认为，随着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飞

速发展，也会愈发获得人们的信赖。从小

方面说，可以较为显著减少了疲劳驾驶的

发生，通行效率更高；路程上的时间可以

使司机做更多个人的事情，办事效率得以

提升。

商业化浪潮汹涌

青年对自动驾驶有哪些冷思考
青年说（第70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从 10 多年前坐飞机都是一件挺‘奢

侈’的事儿，到如今成都的第二个机场投

入运行，我为成都的发展速度感到自豪，

也感受到了中国民航业实实在在的进步和

蜕变。”家住成都的孙泽旭在微博中这样

写道。

6 月 28 日 11 时 25 分，随着川航飞往

北 京 首 都 机 场 的 3U8001 航 班 腾 空 而 起 ，

我国“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最大民用

运输枢纽机场——成都天府国际机场正式

启用，至此，成都也成为继北京、上海之

后，中国大陆第三个拥有两座国际机场的

城市。

中 国 东 方 航 空 公 司 （以下简称“东
航”） MU5416 航班成为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飞往上海的首个航班，由东航全球首架

“进博号”彩绘飞机 B777-300ER 飞机执

飞 ； 另 一 架 涂 着 东 航 凌 燕 航 徽 的 A350-
900 客机执行 MU9697 航班，则飞往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

作为东航天府机场的首航机长，“成

都人”侯丹东曾参与北京大兴机场与上海

浦东机场的验证试飞工作。在参与被称为

“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的大兴机场试飞

任务时，他先在东航自有 A350 模拟机上

实施了大兴机场飞行程序的模拟机验证，

“试飞”了进离港程序等多个程序科目。

为了确保能够顺利起飞降落，除了日

常规定的训练外，侯丹东还利用空闲时间

加班加点，与试飞机组多次利用模拟机数

据库补充验证，反复检查确认飞机装载的

数据库。

在侯丹东看来，试飞最大的难点是一

个 机 场 同 时 试 飞 多 条 跑 道 ， 这 对 空 管 部

门、各航空公司，以及机场之间的协调工

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每架飞机的起降

时间、后续的各项程序都必须安排好。

随着在天府机场的试飞成功，侯丹东

表 示 ：“ 回 顾 这 么 久 以 来 参 与 试 飞 准 备 ，

机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很好，完全符合试

飞要求；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准备工作非常

充分，各方都在背后付出了很多。”

侯丹东坦言，能够成为东航天府机场

的首航机长，自己感到非常荣幸。“一日

同时体验新天府和新国门两座举世瞩目的

新 机 场 ， 我 相 信 ， 未 来 每 当 回 忆 起 这 件

事，都会自豪于自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者

与亲历者。”侯丹东对记者说。

根据计划，6 月 29 日起，东航从双流

机场批量转场至天府机场，并于 30 日开

始全面运行天府机场进出港航班，还将分

阶段逐步增加在天府机场的航班量。

除 了 东 航 外 ， 6 月 28 日 四 川 航 空 公

司 、 中 国 国 际 航 空 公 司 （以下简称“川
航”“国航”） 也投入首航队列，实现成

都天府与北京、上海、广州的空中直连。

其中，川航特别选用编号为 B-306N
的熊猫彩绘涂装 A350 飞机执飞。作为以

成 都 为 主 基 地 的 航 空 公 司 ， 川 航 计 划 在

2021 年夏航季以 10 架飞机运力开启天府

转场新篇章。

据川航相关负责人介绍，川航将陆续

开 通 成 都 天 府 至 北 京 、 广 州 、 天 津 、 大

连、杭州、博鳌、昆明、南宁、拉萨、乌

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地航线共计 25 条。

国航则派出 B747-8 飞机和 A330“锦

礼号”彩绘飞机，分别飞往北京首都机场

和上海浦东机场。

“从 6 月 30 日开始，国航在天府国际

机 场 的 进 出 港 航 班 增 加 广 州 、 深 圳 、 天

津、郑州、海口、石家庄、惠州、湛江等

航点，每日航班量达 33 架次；从 7 月 14
日开始，国航将执行成都天府至长春、大

连、温州、杭州、合肥、武夷山、昆明、

西昌、汕头、博鳌等航线。”国航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说。

“ 成 都 天 府 国 际 机 场 位 于 成 都 简 阳

市，地处成都市东南方向，距离成都市中

心天府广场和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各约 50
公 里 。 该 机 场 一 期 工 程 概 算 总 投 资 超 过

750 亿元，飞行区等级为 4F。”成都机场

发展部工作人员介绍说。

据悉，目前成都天府机场已建成“两

纵一横”3 条跑道和 71 万平方米的两座航

站楼，241 个停机位及相应设施，将满足

年旅客吞吐量 6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30 万吨的需求。远期规划将建成“四纵

两 横 ” 6 条 跑 道 ， 140 万 平 方 米 航 站 楼 ，

满足年旅客吞吐量 1.2 亿人次、货邮吞吐

量 280 万吨的需求。

有分析指出，随着“两场一体”时代

的来临，成都这座曾经有着“蜀道难”之

称的城市将彻底变为“通全球”。四通八

达的交通，不仅为公众出行带来便利，更

推动了国际航空枢纽的建设，为实现民航

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具

有先发优势的国际航空枢纽，无一例外均

位于东部沿海或经济发达地区。然而，如

果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对外交往日益频

繁的西部地区没有一个国际航空枢纽作为

支撑，我国民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就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副教授薛旭分析说。

据 民 航 西 南 地 区 管 理 局 公 布 的 《西

南 地 区 机 场 生 产 统 计 简 报》 显 示 ， 2020
年 成 都 双 流 机 场 实 现 旅 客 吞 吐 量 约

4074.2 万 人 次 ， 仅 次 于 广 州 白 云 机 场 ，

位 居 全 国 第 二 ， 创 下 了 历 史 最 高 排 位 。

其 中 ， 2020 年 5 月 ， 成 都 双 流 机 场 客 运

航 班 起 降 架 次 更 是 全 球 第 一 ， 是 当 时 世

界上最繁忙的机场。

薛 旭 指 出 ， 航 空 市 场 的 需 求 量 越 来

越 大 ， 但 机 场 却 不 能 无 限 扩 大 ， 因 为 从

经 济 学 角 度 讲 ， 这 会 造 成 机 场 从 “ 规 模

经 济 ” 逐 渐 转 到 “ 规 模 不 经 济 ”。 因 此 ，

由 两 个 机 场 共 同 承 担 市 场 运 量 ， 保 障 继

续 发 展 能 力 ， 更 有 利 于 拓 展 航 空 业 务 和

临空经济。

“未来，成都两座机场的运营，能让

成都实现从‘两山夹一城’向‘一山连两

翼’的战略目标转移，不仅为成都的物流

产业、旅游产业等提供一个新的动力源，

而且会带动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向

成都‘东进’区域聚集。这对于成都东部

地区的带动作用也将更加明显。”薛旭总

结说。

3条全新跑道、71万平方米航站楼投入使用

成都天府机场为西部城市圈发展插上新翅膀

清华大学汽车安全与节能国

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教授张

扬 军 (右)与 北 京 玮 航 科 技 公 司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CEO 张 磊 正 在 进 行

技术研讨。

科创精英50人

随着“两场一体”时代的到来，四川成都这座曾经有着“蜀道难”之称的城市将彻底变为“通全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