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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工业第一大产业

汽车，就有一辆青岛造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保持快速增长势
头，替代传统燃油车的增长空间巨大。2013
年，青岛入选全国第一批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城市。乘着政策东风，青岛已建成青岛
（即墨）汽车产业新城等新能源汽车技术研
发集聚区5个重点园区，仅用7年多时间，
就让新能源汽车产能从0到突破50万辆。
2020年，青岛新能源汽车年产近13万辆，
当年全国新能源汽车销售136 .7万辆，也就
是说，全国平均每10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
辆是青岛造。
2020年，在汽车行业整体低迷的大环

境下，“青岛造”新能源汽车逆势而上，上汽
通用五菱青岛分公司生产的新能源汽车产
量实现历史性突破。其中，售价3万元左右、

瞄准下沉市场的五菱宏光MINI EV，一上
市便将国产特斯拉挤下销售冠军宝座，连续
登顶全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榜榜首，上市6个月
销量已突破15万辆，成为国内汽车行业最大
的“黑马”。依托这一“国民神车”，青岛在全国
新能源汽车版图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除了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还包括燃

料电池汽车，目前主要是氢燃料电池汽车。
当前，青岛正大力实施“东方氢岛”战略，力
争10年打造国际知名的氢能城市。近两年，
青岛不断完善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从燃
料电池到整车制造，再到加氢站，关键环节
均有大项目落地。
1月15日，明天氢能北方研究中心及

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基地项目签约落地青

岛（即墨）汽车产业新城，计划总投资20亿元，
进行氢能燃料系统全产业链的研发生产，推
动大型燃料电池车辆在青岛的示范应用。1月
28日，青岛美锦新能源商用车整车制造中心
项目在西海岸新区投产，正式向青岛真情巴
士集团交付首批50台氢燃料城市公交车，青
岛首条氢能公交示范运行线正式开通，这也
是全国首条5G氢燃料车示范线。
新能源汽车产业异军突起，离不开优

良的政策环境。2019年以来，青岛市出台
若干政策措施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从研发、生产到市场的产业全链条，覆盖面
之广以及奖补资金力度之大居全国前列，
足见青岛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诚意
和“野心”。

中国（青岛）智行生态大会期间，嘉宾试乘智能无人驾驶汽车。

新支柱 发力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13万辆

近年来，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发生巨变，
其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是汽车“新四化”，
即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共享化。智能
网联汽车成为汽车产业创新升级的机遇和
转折点，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众多城市
正在抢抓风口期，竞争相当激烈。
2019年，山东省首个智能网联汽车测

试基地落地即墨，在即墨全域构建涵盖封
闭模拟交通、区域共享交通、城市区域交
通、城际综合交通的测试应用环境，形成系
统性评价体系和综合性示范平台。青岛立
足既有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通过广泛开
放应用场景，打造“车路协同、两翼联动、全
域全员全场景应用”示范城市，构建具有青
岛特色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体系和应

用生态圈，助力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
导区建设。
产业的超前发展，需要顶层设计指引。

《青岛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0～ 2025）》征求意见稿明确，争取利
用5至10年的时间，逐步将青岛打造成国
内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新高地：到2025年，
在技术创新上，引进、培育5～ 10家技术引
领型企业，形成可满足高度自动驾驶要求
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协同创新体系；实现
“全域全员全场景”应用示范落地，打造智
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的青岛样板；构建以
“5G+智能网联汽车”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产值超过100亿元。
作为青岛市级智谷工程的执行单位，

春光里产业资本集团在智能出行生态等领
域进行谋划和投资，组织产业界、投资界、
学术界专家成立了青岛智能出行共同体。
同时，积极配合西海岸新区、高新区、即墨
区等，在汽车新业态上做好从投资到产业
合作。
“通过四链合一，构建具有青岛特色的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系统，以及智能网联汽车模
拟仿真、测试、验证和管理体系，开展智能网
联汽车测试和应用的法规标准制定，通过场
景带动市场，通过市场聚拢资源。”青岛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交通装备产业处处长仲思卿
说，青岛正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
新发展，由汽车生产消费大市向汽车技术
研发及创新应用强市转型升级。

新机遇 布局智能网联汽车，青岛抢抓新风口

随着一系列项目落地，对青岛汽
车产业强链、补链非常重要，进一步
增强青岛在新能源汽车及互联网汽
车领域的产业基础。“青岛如果要打
造真正的新能源汽车或者互联网汽
车大产业集群，还要瞄准从互联网领
域进入汽车产业的造车新势力，如蔚
来、小鹏、理想、威马、奇点汽车等。”
春光里产业资本集团创始人杨守彬
建议。
据了解，青岛市政府目前正与国

际国内部分知名汽车生产厂家和一
些造车新势力密切接触，未来两到三
年内，还会陆续有新的汽车品牌生产
企业和汽车制造商落地青岛。
“除了围绕汽车的生产制造做产
业集群，青岛还应该重仓布局汽车后
市场和‘车-路-网-云’大智能出行
生态，不能光做生产制造。”杨守彬表
示，做生产制造挣的仅仅是生产加工
的钱，产业和利润还是比较“重”，重
资产的项目产值可能比较大，但利润
率比较低。
汽车产业需要整个生态体系

的配合，比如新能源、氢燃料电池、
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通讯技术、传感器技术等。“从
生态角度来讲，青岛发展智能网联
汽车跟打造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
比较契合。”春光里产业资本集团
主管合伙人赵欣说。
目前，春光里产业资本集团正跟

青岛的合作伙伴密切配合。“希望在
智能网联车自动驾驶测试、汽车后市
场专业平台等某些点上，引进一些世
界级、独角兽企业，为青岛汽车产业
做一些贡献。”赵欣说。
当前，青岛市汽车企业云集，一

汽-大众、一汽解放、上汽通用五
菱、比亚迪、奇瑞汽车、北汽制造、北
汽新能源等品牌林立，厂家之间投
入市场和在研新能源产品有同质交
叉，而且企业间产品边界越发模糊。
“这种局面会导致市场上同区域的
同档次产品恶性竞争，造成重复研
发和资源投入浪费，拉低整个区域
产业盈利水平。”北京新能源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总经理王庆
洲充满担忧。
为促进区域产业长期持续发展，

王庆洲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快推进
青岛国际汽车城的顶层设计和战略
规划，尽快出台新能源汽车区域差异
化发展战略和政策，鼓励不同层级的
优质企业发挥特长，培育青岛名片级
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新能源汽车技术日新月异，智能

化、网联化、集成化势不可挡。目前，
新能源汽车电子技术零部件产品占
整车成本 65%左右。“青岛汽车产业
链产品分布大部分在结构件、内外饰
件，真正技术含量高的电子产品较
少，这是我们的产业链短板。”王庆洲
建议，应由政府牵头，规划新能源汽
车上下游高技术产业链的引进，吸引
外资在青岛合作建厂，尽快补齐产业
链短板。

■观点

瞄准造车新势力
补齐产业链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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