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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远

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整个汽车行业

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变革。人们不断探索智

能电动汽车和未来出行的发展方向，未来

的交通系统、智能制造、人才培养模式也将

因此而改变。

近日，在以“智造旗技、创领未来”为主

题的 2023 中国一汽第三届先进制造技术

“旗智·iM”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

长赵莲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何

毅、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首席

专家孟宪明、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制造

分会名誉主任委员邹恒琪等行业专家以

“未来制造新范式”为主题，围绕未来汽车

的发展趋势，以及随着汽车的属性逐渐变

化，相对应的制造模式会如何改变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讨论。

产品创新竞争是发展关键

1953年 6月下旬，一汽动工在即，毛泽

东写下“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 个

字。7月 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刻着

这 11个字的汉白玉基石扎根在了长春，中

国的汽车工业也印下了第一道“车辙”。

70 年来，我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模仿到创新、从合资到自主，经

历阵痛后发展壮大。如今，我国已连续 14
年成为全球第一汽车产销大国，连续 8 年
稳居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第一。

在百年一遇的产业变革中，以电动化、

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为标志的“汽车新

四化”，为汽车行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与此同时，汽车产业也遭遇了产能过

剩、整车厂盈利能力不足、电池资源消费过

度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电池系统的价格占整车价值的

50%-60%，为了追求更高的续航里程，许

多汽车企业纷纷为产品搭载大容量电池。

数据显示，每天行驶五六十公里的用户占

80%-90%。

赵莲芳提醒说：“汽车产品大量地搭载

大容量电池，对整个市场的盈利能力是一

个挑战，同时也要警醒，是否会发生资源消

费过度的问题。”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在“双碳”战略

背景下，统筹考虑存量车和新车对碳排放

的综合影响，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技术路线。

考虑到充分利用现有研发、生产、供应链、

加油基础设施资源，碳中性燃料内燃机技

术路线是综合生命周期碳排放最低、社会

成本最低的技术路线之一。

碳中性燃料动力的发展需要有技术中

立的、基于排放源头的碳积分政策环境的

支撑，技术中立亦是乘用车动力“双碳”战

略产业政策发展的必由之路。赵莲芳认为，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是个较好的解决方

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电池资源消耗

的问题。

何毅则从产业政策的角度进行了分

析。他认为，“汽车新四化”与轻量化为中国

汽车行业带来了新机遇。其中，电动化和智

能化将成为核心发展方向。

何毅表示，随着“双碳”战略的实施，特

别是汽车能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全球

对汽车的变革达成共识之后，汽车行业的

能源转型被提上日程。“在‘碳中和’的背景

下，电动化是我国新能源汽车最主要的趋

势和发展方向。”

“在智能化方面，自动驾驶的核心就是

解放驾驶员的手和脚，阶段性地从部分到

全部替代人体功能，把人解放出来。”何

毅说，“如果自动驾驶是改变驾驶员的驾

驶体验，那么智能座舱就是改变乘坐人的

乘坐体验，所以智能座舱的背后也是深度

的智能化。”

在何毅看来，智能化不仅能带来个体

化的定制，也能成为链接多个产业链的枢

纽。“这也会为制造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孟宪明则认为，新材料与工艺创新将

助力新能源汽车发展。他表示，现在汽车企

业为了满足低碳化，强调更多的是整车的

轻量化和新材料、新工艺的应用。在这场变

革中，新材料与工艺创新成为关键驱动力，

为新能源汽车的轻量化、续航里程提升和

智能化提供了强大支持。

“其实我们更需要的是在原有的经验

数据的基础上，探究怎么能够实现底层数

据的打通和互联，来使我们站在有基础的

数据上，作出稳定的创新。”孟宪明说，

“在此基础上繁衍出来的创新是更加有底

气的。”

数字化推进制造业变革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数字化在智能

驾驶、智能网联方面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然

而，数据确权和共享机制却是行业面临的

一大挑战。

赵莲芳举例说：“比如，国内每个智能

驾驶试验示范区都有自己的数据，各个厂

家有数据研究机构，大学的试验团队也有

自己的数据，但这些数据都不能达到确权

和共享，所以就存在着很大的浪费和重复

建设，使资源不能得到最大效率的使用。”

她认为，在物理化的生产线之外，可以

通过数字化世界的管理使数据更加精益

化，达到成本和效率最佳。“比如，北京亦庄

等示范基地已经建立了数据治理中心，专

门研究数据确权和共享机制。”

何毅则表示，人工智能对于制造业来

说至关重要。他认为，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提

高工作效率，还能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

他坦言，数字化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

是一个过程，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智能化服

务；智能化服务的核心在于通过建模、人工

智能运算和数据决策，从而替代人的脑力

劳动。“相比过去的电气化、电动化是替代

人的体力劳动，数字化的主要方向还是围

绕着人工智能来做。”

事实上，进行这样的变革，最终都是

希望通过集成创新技术向外输出，获得数

字化和智能化的结果。孟宪明认为，在定

义产品时，需要关注其价值的提升和效率

的优化。

他表示：“在探索数字化和智能化的过

程中，我们需要找出哪些场景更适合采用

这些技术，以及如何将它们与自动化相结

合，以实现生产过程的全面升级。此外，我

们还需要思考如何解决在实施这些技术时

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现有流程

优化和技术改造，迅速实现从电气化到数

字化，再到智能化的转型。”

记者了解到，中国一汽红旗制造中心

是一座“高效智能、品质卓越、绿色环保”的

行业标杆性智慧工厂，也是中国一汽红旗

新能源汽车产业根基的缩影。在这里，中国

一汽以数智化转型为契机，全方位构建数

字智能的世界一流制造体系，围绕工艺全

流程，聚焦智慧工艺、智慧生产等六大维

度，探索智慧运营和智慧产线的深度融合。

“事实上，数字化、智能化都只是手段，

只有制造技术是本体，是主导，可以让技术

创造更大的价值，让各个环节使用的资源

达到最佳状态。”邹恒琪解释，“也就是说，

要让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

复合型人才支撑产业转型

新汽车催生新人才，汽车产业所需的

人才和知识能力也要随之改变，这也让汽

车人才发展面临新挑战、新机遇。

谈到“汽车新四化”下的人才需求呈现

出多元化的趋势，邹恒琪认为：“技术也好，

信息也好，数据也好，最终的竞争是人。我

们要有好的设计理念，要有技术核心，要用

懂技术、懂管理，又有先进理念的人去执

行、去落实。”

赵莲芳表示，在“汽车新四化”的浪潮

中，智能化、数字化的变革正在深刻影响着

汽车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汽车已经从以前

的机械一级学科下的车辆工程二级学科转

变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体。”

赵莲芳回忆，两年前，她曾与清华大学

等 48 所高校一起推动将车辆专业升级为

一级学科。虽然当时未能成功，但最近教育

部发布的国家急需专业目录中已将智能电

动车辆工程的提法放进去了，而且是机

械、电子、电器、网络空间安全和计算机

等多个相关专业，都可以授予学士学位。

“实际上，这是教育部释放的一种信号。”

她认为，当下所需要的研发人才应该

是 T字型或 π型人才。T字型人才意味着

不仅在某个专业领域有特别深入的研究，

还具备其他相关领域的横向知识体系；π
型人才指的是一种复合型人才的新结构。

在信息化研发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人才将

具有巨大优势。

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是至关重要的。

“当今社会，创新已经成了每个人的责

任。实际上，创新往往涉及多个领域的交

叉融合，因此，如果我们不想被机器人所

取代，就需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努力培养

自己的复合型能力。”孟宪明说。

“汽车新四化”将带来哪些机遇与挑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从第 1个工厂 3万辆产能起步，到第四

个工厂 （新能源工厂） 破土建设；从

CR-V 一款车型打开市场，到构建起包含

12款车型的产品矩阵，囊括市场上所有动

力模式，涵盖 SUV、MPV、轿车全品类；从

一路摸爬滚打到连续多年产值过千亿，携

手 518家供应商、620家特约店，服务超 750
万客户……东风本田 20年的发展，可谓是

合资汽车品牌在中国的一个缩影。

“20 年来，东风本田始终以客户为中

心、以市场为导向，持续提升全价值链体系

能力。我们不惧挑战、披荆斩棘、逐梦前行，

紧紧把握发展机遇，快速滚动发展并不断

做大做强。”近日，在东风本田成立 20周年

主题活动上，东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执行

副总经理郑纯楷感慨道。

正如郑纯楷所言，从 2003 年成立至

今，在 20 年的风雨和机遇中，东风本田实

现了事业的换挡加速与跨越式发展，成为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乃至武汉市的一张工

业名片，为股东双方实现高质量发展、地方

经济和社会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今，站在全球汽车产业百年巨变的

关键转折点，东风本田同很多车企一样，都

面临着抉择和新的变化。“东风本田必须坚

决、主动、快速走出舒适区，全员一起去创

新、去挑战、去奋斗，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

进化出一个适应新时代的‘新东风本田’。”

郑纯楷说。

“小步快跑、滚动发展”

尽管现如今，无论是在品牌口碑、产品

品质，还是在销量表现上，东风本田都是合

资汽车品牌中的重要代表，但是在扎根中

国市场之初，与同期成立的几家合资车企

相比，东风本田的起步显得“格外艰难”。

“成立之初，东风本田没有轿车生产资

格，没有上轿车目录，没有销售网络，更没

有整车生产经验。”郑纯楷回忆说，当时的

经营管理层，均来自东风本田发动机工厂，

没有直面过血雨腥风的整车市场竞争，总

之一切都是从头开始。

面对这样的困境，本田汽车将本田宗

一郎时期定下的准则——小规模起步、滚

动式发展模式导入合资公司，而这也是东

风本田 20年来持续前进的关键所在。

统计数据显示，2008 年，东风本田以

12 万辆产能，支撑销售 16.4 万辆汽车，产

能利用率达到 120%。2010 年，东风本田以

24 万辆产能，支撑销售 26 万辆汽车，产能

利用率达到 110%。2017 年，东风本田以

51.2万辆产能，支撑销售 71.4万辆汽车，产

能利用率达到 140%……

这样的成绩，得益于东风本田超强的

战略定力：即在市场低迷时不退缩，在市场

火热时不冒进，按照“一次规划，分期实施，

小规模起步，快速滚动发展”的方针策略，

始终保持产销的紧平衡。尤其是在产能严

重过剩的今天，东风本田的表现在国内汽

车行业里，显得非常难得。

与此同时，东风本田深知，较低的设计

产能、超强的弹性，在市场低迷时，能最大

限度地避免产销失衡造成的资源浪费，提

升抗风险能力；在市场向好时，通过内部挖

潜满足市场需求，有效提高成本竞争力。

也正是凭借着这般定力和持续向前的

勇气，东风本田在 20 年时间里，蹚出一条

“小步快跑、滚动发展”的快速发展之路。从

首款产品 CR-V开创了城市 SUV先河，到

第八代思域开辟中国家用运动轿车细分市

场，再到 XR-V成为国内首款达成百万销

量的小型 SUV，东风本田逐渐获得中国消

费者的认可。

如今，随着艾力绅、UR-V、英仕派、

M-NV、e:NS1等一款款产品的推出，东风

本田已构建起包含 12款车型的产品矩阵，

囊括燃油、混动、插电混动、纯电四种动力

模式，涵盖 SUV、MPV、轿车全品类，成为

合资品牌在中国的典范之一。

更重要的是，东风本田还将这份“小

步快跑、滚动发展”的精神投入到企业社

会责任中去。记者了解到，20 年间，东

风本田在全国先后援建了 4 所希望小学，

公司爱心员工与 200余名偏远地区的贫困

学生持续多年结对帮扶，坚持 5年日常开

展动物保护知识小课堂、少儿足球训练

营、交通安全训练营等面向武汉市中小学

生的公益项目。

在乡村振兴方面，东风本田持续 5 年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柯坪县、西藏昌都市贡

觉县开展支援行动，已投入专项资金 500
余万元，采购乡村振兴农产品 3400 余万

元。“我们的责任足迹遍布全国 13个省份，

600 余名志愿者参与其中，将东风本田全

价值链共同努力创造的喜悦分享给了环境

和社会。”郑纯楷说。

再出发，拥抱智电新时代

20年岁月转瞬即逝，汽车市场的发展

格局也在不断变化。尽管如此，在郑纯楷看

来，东风本田坚持“以人为本，三个喜悦”的

企业理念和高价值的产品导向从未改变。

他表示，面对新能源转型加速的趋势，

东风本田依托全价值链体系能力，围绕纯

电、混动、插电混动多种技术路线全域布

局，坚定推进电动化转型，全面投身于智能

电动新时代。

记者了解到，早在“新能源汽车”概念

刚刚兴起的 2007年，东风本田就导入第八

代思域 IMA混动车型，成为国内最早推出

混动产品的企业之一。

2018年，东风本田深刻洞悉行业电动

化趋势，发布了“Seeing the future”新能源

品牌战略，持续推出了 HEV、PHEV、EV多

款产品，打造纯电动力、混合动力、插电混

合动力三位一体的新能源产品矩阵，构建

起业界首个涵盖 MPV、SUV、轿车全品类

的混动家族。

为了更好地拥抱电动化浪潮，今年 3
月，东风本田强电智混技术品牌创新发布，

搭载该技术的全新一代 CR-V e:HEV\e:
PHEV、Honda HR-V e:HEV、全新英仕派

e:PHEV，以及 2024款艾力绅均已“满电”上

市。同时，伴随全新纯电车型M-NV于今年

深圳车展上市，东风本田电动化矩阵已超

过 10款产品，电动化转型已渐入佳境。

站在 20周年的全新历史起点，东风本

田面向更长远的未来，发起了新的梦想挑

战：以“千万家”的喜悦为全新愿景，东风本

田将从以产品为中心的“传统制造型企

业”，转型为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创造型

企业”，围绕“领先的理念、独特的价值观、超

凡的体验”等方面，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为实现这一愿景，在东风本田成立 20
周年主题活动上，东风本田宣布，将围绕

“变革·新生·创未来”的战略宣言，持续精进

现有业务，加速电动化进程；并以“Stay
ahead.”的品牌理念，确立电动化品牌形象。

活动现场，东风本田发布了代号为“创

未来 2030”的新战略，将在 2030年实现“千

万家”的喜悦。预计至 2027年，东风本田将

不再投放燃油新车，2030年前累计推出 10
款以上纯电动车型。同时，东风本田将依托

e:NS、e:HEV/e:PHEV 强电智混以及全新

自主品牌车型的产品矩阵，全面构筑东风

本田品牌。

“同时，东风本田的全系车型将搭载最

新 的 Honda SENSING、Honda CON⁃
NECT 等智能化技术，打造不凡的智能科

技新体验。”郑纯楷透露，秉承“敢于革新、

勇于创新”的态度，东风本田将以数字化驱

动电动化转型，从营销、制造、研发、客户运

营等全领域展开变革，对客户全生命周期

的所有触点进行变革与优化，创领全新的

出行体验。

“从 2003 年成立至今，东风本田信念

坚定、直面挑战，在披荆斩棘、逐梦前行的

征途中满电进击、破旧创新。”郑纯楷总结

说，“如今，20 岁的东风本田正值当打之

年，依托强大的历史积淀、文化基因、实力

积累和成功经验，东风本田的下一个 20年
必将更加辉煌。”

坚持滚动式发展 20岁的东风本田向电动化进发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远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根基。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地球家

园。在今年 4月全球新体制发布会上，丰田

汽车公司新任社长佐藤恒治提出了“继承

与进化”这一新体制主题。在社会公益事业

方面，丰田也有具体的体现。

自 2001年起，丰田在“丰宁植树”项目

中，从植一棵树到养一片林，累计植树 600
余万棵，相当于绿化了 1.3条京广高速（以

每一米种一棵树测算），在改善当地环境的

同时，也形成了社会带动效应。这是丰田坚

持了 20年丰宁植树项目的“继承与进化”。

在继承这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田

汽车迅速响应国家环境生态倡导“加快实

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号召，在与自然共生

的新阶段，参考日本里山模式，将植树项目

升级为更综合的环境保护项目。

坐落于河北省承德市隆化县茅荆坝镇

的老局子村，是我国脱贫攻坚行动中最后

一批脱贫地区。这里地处山区，基础设施薄

弱，土地荒废，生态环境遭遇了一定破坏。

2019年，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丰田中国”）联合中华环境保护基

金会共同开展礼·山溪丰田隆化可持续发展

乡村项目。立项 4年来，丰田中国从地势、土

壤、水系、植被、生物、人居等方面综合考量，

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

截至 2022年年底，这里已实现自然环

境与基础性建设改善，已受损的生态系统

得到恢复，恢复自然植被约 8万平方米，栽

种已有或改良植物品种共 16种。

今年 7月 21日，礼·山溪丰田隆化可持

续发展乡村项目二期正式启动，揭牌仪式

与志愿者活动在项目所在地——隆化县黄

土梁南沟举行。

志愿者先后走访 5G 智能移动医院乡

村义诊，参观重建后的村落生态风貌与人

居环境设计，并在专家指导下亲手播种当

地原生经济作物树莓，细致感受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生，为美丽乡村建设添砖加瓦。

丰田汽车公司执行役员、中国本部长、

丰田中国董事长兼总经理上田达郎在致辞

中表示：“长期以来，丰田秉持‘通过环境技

术贡献中国社会’的理念在中国开展事业。

通过全方位电动化技术为消费者提供多样

化选择，助力实现‘碳中和’，致力于成为

‘真正被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企业’。”

他还表示，在开展社会公益活动时，环

境保护一直是丰田中国的重要领域，并且

其积极响应政府方针，与时俱进。

“礼·山溪丰田隆化可持续发展乡村项

目，是对丰田汽车历时 20年深耕的丰宁植

树项目的‘继承’，更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建设新阶段，从单一的植树项

目向综合环境项目的‘进化’。”上田达郎说。

据了解，在 2025 年之前，丰田计划在

目前成果的基础上，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

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大生态系统保护

力度，持续打造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

位于老局子村的“南沟”，由于地处山区，

人均土地较少，土地质量不高，又加上基础设

施薄弱，交通设施欠发达，种植玉米和放牛成

了当地村民仅有的可以利用的资源。

由于山上的植被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

坏，村子周围的青山很大面积变成了荒山，

沟内虽有一条来自山泉的小溪流水，但牛

粪、垃圾、杂草淤塞，也难呈现“绿水丰涟

漪，青山多绣绮”的景色。

但在“南沟”，野生树莓一直存在。经过

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合作，并多次考察研讨，丰田中国最终决

定，在当地种植树莓作为经济作物。这样不

仅可以发挥树莓固碳固硫的作用，还能提

高土壤理化性质与肥力。

据了解，“南沟”每 100亩树莓（相当于

10 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每年可释放氧气

180 吨，吸收二氧化碳 243 吨，相当于 180
辆汽车的尾气排放量。树莓开花后还能吸

引蜜蜂和蝴蝶等传粉昆虫，并为它们提供

食物，让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更健康，丰富

了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同时，丰田中国还十分重视保护当地

的传统民居，致力于推动低碳民居的改造。

丰田邀请建筑设计师青山周平，通过改建

和新建的方式，打造了自然学校和 3栋“低

碳、绿色”生态民居。

此外，丰田中国还携手华友钴业为房

屋导入先进的能源储存技术，通过在住宅

设计中融入太阳能面板和智能能源管理系

统，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如今，当地村民在

改建房屋时，也已开始借鉴生态民居建设

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志愿者活动中，

丰田特别邀请了清华长庚医院的医护人

员。他们作为志愿者，携清华丰田联合研究

院--5G智能移动医院为当地村民展开了

义诊活动，争取早日实现上车即就诊和便

捷医疗服务的目标。

自本次二期揭牌仪式起，丰田中国将

开展一系列面向公众的自然教育基地活

动、生态种植养殖培训等。此外，丰田中国

还将引入有机农业和生态养殖的理念，帮

助村民实施可持续的农业经营，积极探索

农业与旅游结合的发展模式，让村民从中

获得经济收益。

“未来，丰田将继续脚踏实地，通过加

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生态农业发展、促

进低碳民居改造和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吸

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守护自然和乡村改造的

事业中，为早日实现‘碳中和’社会、加快推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上田达郎总结说。

助力乡村可持续发展 丰田中国“绿色公益”再进化

中国已连续8年稳居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第一。中国一汽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以数智化转型为契

机，通过策划实施“旗帜创新工程”，加大新能源、智能网联领域的技术攻关，抢占技术制高点，以“All in”新能

源汽车的姿态全域推动电动化转型。

在东风本田成立

20 周年主题活动上，

东风本田发布了代号

为“创未来 2030”的新

战略，将在 2030 年实

现“千万家”的喜悦。预

计至 2027 年 ，东风

本田将不再投放燃油

新车，2030年前累计

推出 10款以上纯电动

车型。

7月21日，礼·山溪丰田

隆化可持续发展乡村项目二

期正式启动，揭牌仪式与志

愿者活动在项目所在地——

隆化县黄土梁南沟举行。志

愿者们先后走访 5G智能移

动医院乡村义诊，参观重建后

的村落生态风貌与人居环境

设计，并在专家指导下亲手播

种当地原生经济作物树莓。

近日，在以“智造旗技、创领未来”为主题的2023中国一汽第三届先进制造技术“旗智·iM”上，多位行业

专家以“未来制造新范式”为主题，围绕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以及随着汽车的属性逐渐变化，相对应的制造

模式会如何改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汽车消费投诉与新闻线索提供，请

关注青豹驾到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消费

维权邮箱：autocyd@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