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中国汽车企业见证了市场

从“增量时代”向“存量时代”的转

变。在以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

享化为代表的“新四化”发展潮流中，

各大车企都在试图寻找全新的机会。在

这一过程中，谁把握住“电动化”和

“智能化”这两个核心，谁就可能在接

下来的比拼中脱颖而出。

在受全球瞩目的 2023 上海国际车

展上，各大汽车企业纷纷交出了属于

自己的电动智能化答卷。这其中，令

人瞩目的莫过于大众汽车集团了。

近几年，大众汽车正在加速推进电

动化和数字化转型，并通过新车型开辟

全新细分市场。与此同时，大众汽车还

加码布局中国市场，聆听中国消费者的

声音，以此满足中国用户的多样化需

求，与中国汽车市场共同成长迎接新的

发展机遇。

20款电动化车型成为车展焦点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能源浪潮，总有

人看衰传统汽车企业，认为它们的燃油

车体系过于庞大，想要转型向新能源领

域，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大众汽车

集团这头“大象”却在新能源领域逐步

华丽的转身。

4 月 18 日至 27 日期间，大众汽车

集团携旗下品牌的 20 款电动化车型及

其他重磅车型亮相上海国际车展。大众

汽车品牌 ID.7和新款保时捷 Cayenne迎
来全球首秀。奥迪品牌也展出基于 PPE
平台开发的奥迪 A6 Avant e-tron 概念

车，庞大的电动化阵容引来不少消费者

的关注和讨论。

其中，受行业聚焦的就是 ID.家族

最新成员纯电旗舰轿车 ID.7 了。这款

全球车型定位于中型纯电轿车，标配

增强现实抬头显示系统并搭载多项智

能技术，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发

布上市。

作为 ID. 家族的全新纯电旗舰，

ID.7 定位 B 级轿车，为大众汽车品牌

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其优雅的

造型充分体现空气动力学设计，带来

更高能效和更长续航，同时还拥有媲

美C级车的空间，并为用户带来更好的

数字化体验。

除了令人瞩目的 ID.7 外，奥迪 A6
Avant e-tron概念车同样吸睛。这款以

量产为导向的概念车是奥迪下一代智能

电动车型的典范，而量产版奥迪 A6 e-
tron车型未来将首先作为进口车引入中

国市场。

自 2024 年底，奥迪将推出多款基

于 PPE 平台的国产纯电动车型。此外，

奥迪品牌在上海车展期间还将展出纯电

动奥迪 Q4 e-tron 以及奥迪 Q5 e-tron
车型。同时，奥迪还带来了拥有四环品

牌涂装的 F1 展车，介绍品牌参与世界

一级方程式锦标赛的最新进展。

在大众汽车看来，电动出行及数字

化是中国汽车市场转型的主要驱动因

素。因此，大众汽车集团正在用出色

的、多样化的新产品，持续加速智能互

联电动汽车的发展步伐，彰显行业领军

者的本色。

夯实本土化研发生产根基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市场、持续引领

汽车市场发展的国际车企，大众汽车一

直将中国视为核心战略市场之一，并持

续推进本土化进程。在加速产品推出速

度的同时，大众汽车在本土化产品研

发、核心技术等领域，也在持续布局。

为了强化“在中国 为中国”的研发

战略。在上海国际车展期间，大众汽车集

团宣布将投资约 10 亿欧元，建立聚焦智

能网联电动汽车的研发、创新与采购中

心，新公司将落户合肥。

这一公司项目（名称为“100%TechCo”）
将涵盖整车开发、零部件开发及采购职

能，将提升开发过程中的协同效应，并

把中国本土先进的技术引入产品开发的

早期流程，使集团车型产品更为敏捷地

响应中国客户的需求，推动产品更快走

向市场。

随着 2024年“100%TechCo”投入运

营，集团新产品及技术的开发周期将逐

步缩短约 30%。事实上，想要实现“开

发周期缩短 30%”的目标，绝非一件易

事，这意味着大众汽车集团要开展更深

入的本土化变革，进一步缩短决策链。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大众汽车集团在中

国市场对管理架构进行调整，使中国区

拥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未来更多决策可

以直接在本地市场做出。毫无疑问，这

也将推动大众汽车集团本土化研发的深

入发展。

在产品方面，以往大众汽车的新车型

和新概念，都要在德国总部确定，随后各

地市场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再进行调整、

落地。而“100%TechCo”将把大众汽车

集团总部的研发体系在中国进行重现，使

中 国 区 拥 有 完 整 的 研 发 体 系 。 未 来 ，

“100%TechCo”将可以从车型概念定义阶

段进行开发，从产品诞生伊始就把中国客

户独特的需求考虑在内。

同时，“100%TechCo”还将包含采购

职能。鉴于此，本土供应商将能够参与到

产品开发的早期流程中，将最先进的技术

及应用方案融入新产品。

此外，通过新公司，上汽大众、一

汽-大众、大众安徽等集团在华合资企业

的研发项目将实现更为紧密的协同。新公

司未来将拥有超过 2000 名采购及研发领

域的员工。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首席技

术官韩鸿铭将出任新公司CEO一职。

不难看出，“100%TechCo”的建立是

大众汽车集团“在中国，为中国”战略的

又一重要里程碑。新公司也将协同其它战

略举措，例如近期与中国领先的自动驾驶

软硬件解决方案提供商地平线达成的战略

合作，使集团能在产品开发早期阶段就把

握中国市场的独特趋势，并显著加快本土

创新步伐。

在今年的上海国际车展上，大众汽车

集团以一场电动化、数字化的饕餮盛宴，

擘画未来出行的美好蓝图。更重要的是，

车展上大众汽车集团在车型、技术等领域

的积极行动和本土化布局，表明对中国的

承诺和信心从未动摇，“在中国，为中

国”的精神将引领大众汽车集团持续向

前，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产品、研发双管齐下 大众在华按下发展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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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 奥博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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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超过

1580万辆、汽车智能网联技术日益普及的

关口，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自动驾驶

商业化以及车路协同应该如何推进？中国

汽车产业现代化应该如何实现？车轮上的

中国式现代化又意味着什么？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

坛（2023）上，来自汽车、能源、交通、城市、

通讯等各领域的嘉宾代表，探讨了上述事

关每一位产业链成员和每一位社会交通参

与者的问题。

燃油车与电动车的决战拉开序幕

尽管今年伊始便出现了价格混战，但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强势增长，以及全产业

链的颠覆性变革都还在继续。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3 月全国乘用

车市场累计零售 426.1 万辆，同比下降

13.4%。而 1-3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

到 150.1 万辆，同比增长 25.8%；同时国内

零 售 销 量 达 到 131.3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22.4%。有分析人士认为，新能源汽车产品

竞争力不断提升，基本已经能够与主流传

统燃油车直接竞争，新能源汽车仍然将是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市场每天都在变，我国汽车全面电动

化的时间表在提前，进程在加速，比想象的

还要快。对于这一点，全行业都要有充分的

预期和准备。”在分析一季度汽车市场各项

数据指标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裁王传福提醒说，这对任何企业来说

都是“危中有机、机中有危”，需要关注市场

的微小变化，冷静思考，沉着应对。

王传福表示，行业现在是喜忧参半，喜

的是我国汽车市场巨大，忧的是市场竞争

异常激烈。

“这个时候的行业不是大鱼吃小鱼，可

能是快鱼吃慢鱼。”他认为，在大变革期，企

业要有创新的技术、精准的战略和灵活的

决策，三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生

存下去。

在主题为“推进中国汽车产业现代化”

的高层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动

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欧阳明高表示，新能源

车市场正在全面挤压燃油车市场，燃油车全

产业链承压，二者的竞争拉开了决战序幕。

欧阳明高表示，当前新能源车产业呈

现“快增长、缺利润”的特点，燃油车则是

“缺增长、有利润”。他强调说，虽然新能源

车的成本仍然高于燃油车，但新能源车的

品牌、影响力和溢价正在上升，合资燃油车

品牌溢价正下降，高品质新能源车可与合

资燃油车价格竞争。

“新能源车阵营不断扩大，你追我赶。

竞争进入阵地战阶段，市场进入劣汰赛阶

段。”欧阳明高表示，近年来新能源车的快

速普及，也带来了用户充电难、电池锂价波

动以及产业链转型等阵痛。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总结说，

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克服了锂矿

等原材料涨价、芯片供应等困难，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他认为，中国汽车产业现代

化站上了新征程的起点，但与此同时，新能

源汽车全面市场化发展仍面临一些挑战。

“当前中国的汽车产业正在迈向现代

化新征程，进入了电动化、智能化、低碳化

全面升级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发挥制度优

势，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跨部门协同机

制，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来实现创新

引领和高质量发展。”万钢建议说，在全球

汽车产业中，低碳发展是一个大趋势、大方

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要加大开放合作

的力度，促进全球汽车产业的低碳化转型。

新能源汽车给相关产业
带来联动效应

“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而言，中国的引

领之势我们有目共睹。”大众汽车乘用车品

牌中国 CEO、大众汽车集团（中国）集团销

售负责人孟侠表示，尽管目前市场出现了

短期的需求放缓，但对于中国汽车市场的

持续复苏，大众汽车充满信心。

“2022年，中国汽车市场每 4辆售出的

新车，就有 1 辆是新能源汽车。而今年，这

一比例更有望达到每 3辆新车中就有 1辆
是新能源。”在先后造访上海、合肥、长春、

北京、海口和广州等城市后，孟侠从这些城

市的绿色出行中，看到了令人侧目的中国

创新速度。

他认为，一方面，电动出行已深入人

心，相关产业配套正在愈发成熟和完备；另

一方面，中国消费者都是“科技达人”，先进

的互联互通和娱乐功能，成了他们对新车

的基本要求。

在绿色能源和新能源汽车融合发展分

论坛上，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

裁邵宾表示，中国在绿色能源的技术和产

能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尤其是充电设

施建设、绿色节能以及加氢站建设步入了

发展快车道。

“我们非常欢迎这个发展趋势，因为这

和宝马的电动化战略、氢能战略、循环经济

和可持续发展极其一致。”邵宾介绍说，宝马

全力支持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按

计划，到 2030年，宝马要将平均单车全生命

周期的碳排放控制到 2019年的 40%。

“这个目标其实是充满挑战的，因为我

们讲的是全价值链的控制。我们在供应链

端大概 20%，生产端大概 80%，使用端至少

40%。”他表示，目前宝马沈阳生产基地已

经实现了 100%的绿电生产，包括 37 个非

生产场所的 100%的绿电供应。

在供应链方面，宝马携手供应商一同

完成了减排目标。邵宾说：“以辽宁省为例，

我们在区域内所有供应商的绿电占比已经

接近 40%，这个任务其实是蛮有挑战的，但

是目前的成绩还是可喜的。”

事实上，中国积极发展新能源汽车不

仅为国内外企业提供了广阔市场，也给各

个相关产业带来了联动效应。能源基金会

（中国）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强调

说，全面电动化是高质量发展与减污降碳

的必然选择。

“如果按照很保守的电动车发展目标，

到 2030 年，我国的石油依存度是 70%以

上，其中有 13%可以被电动车取代。但按照

这两年的迅猛发展，最终电动车的替代效

果可能要远超这个比例。”在此次论坛上，

邹骥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油价 110美元/
桶的价格，新能源汽车一年至少可节约进

口石油支出 500亿美元。

他认为，推动汽车产业全面电动化，不

仅利好于交通减排、能源安全，还能带来可

观的经济效益和新的市场机遇。

跨区域、跨行业协作至关重要

正如万钢所总结的那样，国内新能源

汽车全面市场化发展面临着原材料价格偏

高、供应链不畅、技术制约以及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滞后等挑战。

在此次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辛国斌表示，逆全球化和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威胁了全球汽车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影响国际交流合作。

他认为，汽车产业具有典型的国际化

特征，新能源汽车更需要跨区域、跨行业的

协作。“我们将一如既往坚持开放、合作、共

赢原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加强与各国在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

贸易投资、标准法规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

推进中国汽车产业现代化贡献积极力量，为

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辛国斌说。

在以智能化为核心的汽车革命下半场

中，汽车芯片与操作系统成为备受各界关

注的焦点，也是国际合作、跨领域合作的重

要赛道。

在过去一年持续取得商业进展后，智

能计算平台提供商地平线的合作方名单上

出现了大众汽车等国际品牌。

地平线创始人、CEO 余凯介绍说，地

平线目前已量产 50多款车型，现在前装的

定点有 120多款车型；接近 300万片车规级

自动驾驶芯片出货，包括征程 5芯片，成为

业内为数不多“已量产且超过 100T算力的

芯片”。他充满信心地表示：“相信今后，我

们还会与更多国际品牌达成合作。”

“在这一轮汽车产业变革的过程中，中

国市场终于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不仅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产销国，同时也在新

能源汽车、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领域取得

了先发优势。”德州仪器（TI）中国区汽车

事业部总经理蔡征告诉记者，电动化、智能

化既带给中国的车企一次前所未有的机

会，也为像德州仪器这样的供应商打开了

新的大门。

他表示，德州仪器在整个中国的投入

不仅会更大，而且会优先在中国市场寻找

最先进汽车芯片技术的合作方。“其实，我

们很多产品已经在中国企业的新车上完成

首发，这也是令我们倍感骄傲的事情。”

有分析人士认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

势的内在需求，也是建设制造强国、实现中

国式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而考虑到未来汽

车所涉及的软硬件系统的复杂性和多元

性，不是哪一个单一行业所能覆盖，而是要

跨界融合。

因此，有理由相信，一旦今年中国新能

源汽车年销量、发展质量达到新高度，整个

产业和消费结构势必都将焕然一新。高质

量发展的各项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带给人

们的更好生活，都将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

率先实现。

车轮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什么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远

3 月引起车市动荡的“降价混战”，目

前来看，似乎并没有为“久旱”的车市带来

那一场“春雨”。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
“中汽协”）发布了 2023年 3月和第一季度

汽车工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3 月，汽车

产销量分别完成 258.4 万辆和 245.1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15.3%和 9.7%；第一季度，汽

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621万辆和 607.6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 4.3%和 6.7%。

有分析人士表示，一些车企大幅降价

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 3 月出现了汽

车价格厮杀，打破了车市定价逻辑。“该举

措给国内乘用车市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却并没有为车市带来明显增量。”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认

为，第一季度汽车行业进入促销政策切换

期，传统燃油车购置税优惠政策的退出、新

能源汽车补贴的结束等，造成去年年底提

前消费，相关接续政策尚不明朗；年初以来

的新能源车降价以及 3月以来的促销潮又

对终端市场产生波动，使得汽车行业经济

运行总体面临较大压力。

尽管今年第一季度累计销量不及去年

同期，但自主品牌占有率、出口销量、新能源

车、商用车 4个方面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

具体来看，3月，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

成 214.9 万辆和 201.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4.3%和 8.2%。其中，传统燃油乘用车国内

销量为 116.9万辆，比上年同期减少 12.8万
辆，同比下降 9.9%。第一季度，乘用车产销

量分别完成 526.2 万辆和 513.8 万辆，同比

分别下降 4.3%和 7.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许海东

表示，3 月初开始的促销潮对消费者购车

意愿造成了一定影响，不少消费者持观望

态度。不过，从 3月最后一周国内车市表现来

看，国内车市的本轮“降价潮”可能已过去，

预计今年第二季度，车市会有明显增长。

“‘降价潮’导致的消费者‘再等等’心

态，对整体车市影响非常大。”许海东直言，

“因为消费者不购车，车企的生产就需要调

整，从而给供应链企业的备货带来很大影

响，这样一来，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就造成了

非常不好的影响。”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品牌乘用车市场

占有率呈不断提升态势。3月，中国品牌乘

用车共销售 105.2 万辆，同比增长 16.4%，

市场份额达 52.1%，比上年同期提升 3.7个
百分点。第一季度，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268.3 万辆，同比增长 5.3%，市场份额达

52.2%，比上年同期提升 6.3个百分点。

与传统燃油车销量持续走低趋势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新能源汽车延续了良好发

展态势。

数据显示，3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继续

保持较快增长，分别达到 67.4万辆和 65.3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44.8%和 34.8%，市场占有

率达到 26.6%。第一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累计完成 165万辆和 158.6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27.7%和 26.2%，市场占有率达到 26.1%。

中汽协方面预计，2023年，国内新能源车销

量有望超过 900万辆，同比增速超 35%。

不过，对于外界认为的传统燃油车将

很快退出市场的观点，陈士华给出了否定

答案。他认为，新能源车市场占有率的快速

提升，并不意味着燃油车会快速退出市场，

二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是共存关

系，而非替代关系。“如果购置税不延续的

话，2024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会有比较

大的下滑，竞争会更加激烈。”

汽车出口也延续了强势表现，今年以

来增速不断攀升。3月，汽车企业出口 36.4
万辆，同比增长 1.1倍。分车型看，乘用车出

口 30.4万辆，同比增长 1.5倍；商用车出口

5.9万辆，同比增长 19.8%。其中新能源汽车

出口 7.8万辆，同比增长 3.9倍。

第一季度，汽车企业出口 99.4万辆，同

比增长 70.6%。今年全年，汽车出口总销量有

望冲击 400万辆的销售目标。分车型看，乘用

车出口 82.6万辆，同比增长 82.9%；商用车出

口 16.8万辆，同比增长 28.1%。其中新能源汽

车出口 24.8万辆，同比增长 1.1倍。

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直接体现在主流

企业汽车出口量上。据统计，3 月，汽车出

口前十的企业中，上汽出口量达 8.7万辆，

同比增长 1 倍，占总出口量的 23.8%。第一

季度，汽车出口前十的企业中，从增速上来

看，比亚迪出口 4.3万辆，同比增长 12.8倍；

奇瑞出口 17.2万辆，同比增长 1.5倍；江汽

出口 4.6万辆，同比增长 97.1%。

陈士华表示，国际市场对中国品牌的

需求仍然非常旺盛，尽管海外供应能力有

所提高，但中国品牌的出口势头仍然向好。

“从全年汽车出口情况来看，2023 年汽车

出口量有望冲击 400万辆。”

此外，伴随我国经济持续回升，基建项

目陆续开工，加上海外出口延续良好表现，

商用车市场已显现回暖迹象。

3月，商用车产销量均完成 43.4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0.4%和 17.4%。在商用车主

要品种中，客车和货车的产销量同比、环比

均呈显著增长。

第一季度，商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94.8
万辆和93.8万辆，同比分别下降3.9%和2.9%。
在商用车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客车

产销量明显增加，货车产销量略有下降。

（下转T2版）

价格战下销量未达预期 久旱的车市并未迎来春雨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 3月，汽

车产销量分别完成258.4万辆和 245.1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15.3%和9.7%；第一季度，汽车产销量分

别完成 621 万辆和 607.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4.3%和 6.7%。汽车企业之间爆发的价格战，给国

内乘用车市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并且没有为车市

带来明显增量。

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论坛（2023）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副理事长欧阳明高表示，新能源车市场正在全面挤压燃油车市场，燃油车全

产业链承压，二者的竞争拉开了决战序幕。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顺应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的内在需

求，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消费复苏注入了新动能。图为观众在论坛期间

参观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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