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经营报 CHINABUSINESSJOURNAL 编辑/石英婧 美编/郭婵媛 校对/张国刚 shiyingjing@cbnet.com.cn 2024.6.3C6 车视界

上汽集团加速向“新”转型

本报记者 夏治斌 石英婧 上海报道

“十 年 来 ，中 国 新 能 源 汽

车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品牌市

场份额不断提升，汽车出口连

创新高，汽车产业成为拉动经

济 增 长 的 重 要 力 量 之 一 。”5

月 24 日，在“向新十年 上汽集

团新能源技术发布会”上，上

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虹

向《中国经营报》等媒体记者

表示。

时间回拨至 2014 年 5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上汽集团

时作出重要指示：“发展新能源

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

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为汽车产

业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

十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高速发展。数据显示，过

去十年间，我国新能源汽车年

销 量 从 7.5 万 辆 增 长 到 950 万

辆，全球占比超过 60%，年均复

合增长率达到 71%。

对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陈虹表示：“中国汽车产业正在

完成从‘跟跑’向‘并跑’再到

‘领跑’的角色转换，智能低碳

转型、建设汽车强国是业界的

共同使命；发展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

力的重要抓手。上汽集团将始

终坚持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

理念，与全球伙伴共建产业新

格局，共享变革新机遇，共谱发

展新篇章。”

加速驶向“电动+智能+生态”新时代

“十年来，上汽牢记总书记嘱

托，顺应时代变革，把握产业趋

势，以自主创新为抓手，在电动智

能网联新赛道上奋力前行，我们

全力推动市场向新。”陈虹直言，

“2023年，上汽新能源汽车和海外

销量分别为112.3万辆和120.8万

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较 2014

年增长280倍，规模位居全球行业

头部阵营，海外销量较 2014 年增

长 13 倍，连续 8 年保持国内行业

第一，2023 年集团总销量中上汽

自主品牌占比为55.3%，较2014年

增长18个百分点。”

十年磨一剑，雄厚的技术实

力是上汽集团取得佳绩的底气所

在。陈虹指出，随着汽车产业的

深度变革，一个具备“自学习、自

成长、自进化”能力的智能科技全

新物种——“新汽车”已应运而

生。基于“场景创造价值、软件定

义汽车、数据决定体验”的发展趋

势，上汽正在塑造从“芯片、操作

系统、软件、运动控制系统、三电

系统”到对应场景的整车集成能

力和创新技术优势，打造全新“科

技生命体”，向着“电动+智能+生

态”新汽车时代加速前行。

为推动新汽车“脑更智慧、身

更健壮、心更强劲”，上汽集聚全

球研发资源，打造纯电、混动、氢

能三大整车平台，以及电池、电

驱、超混系统和智能车全栈解决

方案“七大技术底座”。

对于上述技术底座，上汽集

团副总裁、总工程师、创新研究开

发总院院长祖似杰称：“几年前，

我们创新地提出了支持打造科技

生命体的技术底座，希望通过技

术的创新，让科技生命体拥有‘健

壮的身，强劲的心和智慧的脑’，

技术底座是原创基础共性技术的

集合，是我们培育汽车行业新质

生产力的重要实践，我们各个平

台可以基于我们的技术底座，开

发各自的个性化的技术，面向不

同的细分市场，不同的用户人群

快速敏捷地塑造差异化的产品。”

在祖似杰看来，第一代“技术

底座”应用量产应用，奠定了上汽

参与新赛道市场竞争的技术基

础，助力整车产品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我们的技术底座全面地赋

能智己、飞凡、荣威、名爵、大通以

及海外业务的持续向上突破，也

实现了对合资企业、合作伙伴的

产品进行赋能。”

陈虹表示：“合力重塑，生态

向新。围绕车用操作系统、自动

驾驶、手机—车机跨域融合等，我

们与阿里、腾讯、中兴通讯、地平

线等相关行业头部企业开展跨界

合作，同时与跨国车企深化战略

合作，面向新赛道共同开发具有

竞争力的整车产品，开启合资合

作的新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天的发

布会上，上汽集团还正式对外发

布了面向“新赛道”的新一代底

座技术。依托固态电池、能量闭

环、高效动力总成、智能底盘、全

栈软件架构、全新电子架构等创

新技术的突破和应用，上汽“七

大技术底座”全面跃迁升级进入

2.0时代。

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陈虹指出：在电动化方面，未来两

年，上汽集团一是实现全固态电

池的量产应用；二是将混动驱动

系统的热效率提升到46%；三是挑

战纯电整车能耗12公里／千瓦时

的行业新纪录，让用户以最少的

能量，跑更远的路程。

在智能化方面，陈虹指出，

“中央计算+区域控制”智能车全

栈解决方案 3.0 将于明年全面落

地，实现“舱、驾、算、联”四域合

一；融合整车运动集成控制技术

的线控底盘系统将于未来两年分

阶段投入量产应用，为用户提供

更安全、更灵敏的驾乘体验。

“生态化方面，围绕车规级大

算力芯片、智驾算法和平台、智慧

出行生态等领域，我们继续与国

内外知名企业开展广泛深入的合

作，推动高阶自动驾驶、跨域融合

智能座舱等技术加快落地，为用

户提供更愉悦、便捷的出行体

验。”陈虹说道。

未来两年将推30款全新车型

“我们持续加快在新赛道上的

转型发展步伐，践行科技上汽、品

质上汽、责任上汽。十年来，上汽

集团累计投入研发 1500 亿元，累

计有效专利超过 26000 项。”祖似

杰说道。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赛道的

竞争日趋激烈，上汽集团也有着自

身的思考和布局。祖似杰直言：“我

们对未来新汽车的整车产品进行

了全面的解构和重构，我们认为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可成长、可进

化的，是安全可靠的，是高效低碳、

智能舒适的科技生命体，我们比较

形象地讲它是一个高速移动的机

器人，但是这要非常地安全。”

记者注意到，面向未来，上汽

集团在打造“更健壮的身、更强劲

的心、更智慧的脑”方面进行了多

维度的布局。据悉，在“更健壮的

身”方面，上汽集团星云、珠峰、星

河全面升级。

以“星云”纯电专属系列化平

台为例，其能实现更大范围车型梯

度的覆盖，既覆盖豪华车和中级车

市场，还针对入门级市场的用户需

求对平台进行全面升级。整车电

耗方面，全新星云平台“一度电续驶

里程”挑战实现行业领先的12公里

目标，比现有水平提升超过30%。

不仅如此，在使用体验方面，

线控底盘的应用使得整车制动响

应时间提升 40%、整车行驶稳定边

界提升 20%，通过四轮独立控制实

现整车操控提升、整车续航提升

3%以上、整车减重 3%以上，通过

实现低速转向角度小于180°支持

方向盘收纳，改善座舱空间。

整车安全方面，全新星云平台

达到欧洲五星碰撞安全标准，满

足 UNECE R155&ECER156 以及

GDPR 等全球网络数据安全法规

的要求，并创新地将“内生安全”

理论应用在产品设计中，显著提

高网络和数据的安全性，减少因

外部攻击或内部漏洞导致的风险

和损失。

在“更强劲的心”上，以固态电

池为例，祖似杰介绍道：“上汽全固

态电池，基于聚合物-无机物复合

电解质技术路线，将于2026年实现

量产。据悉，上述固态电池能量密

度更高，其能量密度超过 400wh/

kg，体积能量密度超过 820wh/L，

电池容量能够超过75Ah。

对于固态电池，祖似杰直言：

“电动化上半场还有一个很大的隐

患，或者说我们认为还没解决的问

题，就是电池贵、重、不安全。固态

电池是世界各个国家大家都瞄准

的一个技术路线，能够从根本上来

解决电池遇到的问题，上汽集团布

局固态电池领域近 10 年，通过自

主设计和合作研发，已经形成了国

内领先的车用固态电池产业化的

能力。”

记者了解到，今年10月份，搭

载光年固态电池的智己 L6，将正

式 交 付 用 户 ，能 量 密 度 超 过

300Wh/kg，续航里程超过一千公

里。2026年，上汽全固态电池将实

现交付量产，并完成样车测试，能

量密度超过 400Wh/kg，是传统动

力电池的一倍以上；2027年，搭载

全固态电池的智己新车将实现量

产，并正式交付用户；后续，能量密

度有望进一步提升至500Wh/kg。

在“更智慧的脑”上，上汽集团

在2022年推出汽车行业首个智能

车全栈技术解决方案——上汽零

束银河全栈 1.0，目前已成功进化

至3.0版本。据了解，2024年银河

全栈3.0正在分步“上车”，2025年

将全面落地；将有效降低整车低压

功耗，控制器数量减少一半以上，

数据带宽提升5倍，线束长度减少

30%，OTA下载和安装时间均可缩

短至30分钟以内。

“未来两年，我们七大技术底

座 2.0，将全面赋能上汽集团旗下

各整车品牌，推出近 30 款全新车

型，而且我们也要开放合作，和我

们的合作伙伴共同进步，共享我们

的一些基础技术，我们全力助力上

汽集团新能源三年行动计划的实

现，完成新老赛道的发展动力切

换。同时，我们也要助力中国汽车

牢牢占领新赛道的领先地位。”祖

似杰说道。

瞄准千亿蓝海市场 车企念起换电“生意经”
本报记者 方超 石英婧 上海报道

在补能需求、“双碳”战略推进

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愈来愈多的车

企正加速驶入换电蓝海市场。

《中国经营报》记者从蔚来获

悉，中国一汽与蔚来近期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而在此前，已有长

安、江淮、奇瑞、路特斯等多家车企

与蔚来签署换电合作，加速扩容换

电“朋友圈”的蔚来无疑成为行业

焦点。

“换电是蔚来的‘护城河’，而

且随着网络扩大，以及加入换电网

络的同行增加，我们这个护城河只

会越来越深，”在蔚来创始人、董事

长、CEO 李斌看来，“不只是换电，

可充可换可升级的能源服务体系，

都是蔚来的‘护城河’。”

角逐换电赛道的远不止蔚来、

吉利等乘用车企业，动力电池企业

宁德时代也与车企、出行平台等密

集开展合作，如5月16日，广汽埃

安、宁德时代、时代电服签署了换

电项目合作框架协议。而商用车

领域，在港口、矿山等特定场景中

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换电重卡，也

吸引江淮、宇通等企业入场角逐。

多方加码的背后，是换电赛道

蕴含的巨大市场空间。开源证券此

前预计，到2025年我国换电产业链

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334亿元，而普

华永道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为满足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发展的需

求，在国家鼓励和技术迭代的推动

下，换电站数量将不断增加。”

“换电联盟”加速扩容

5 月 21 日 ，中 国 一 汽 与 蔚

来在吉林·安徽合作发展交流

座谈会上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据悉，中国一汽与蔚来将

进一步发挥双方优势，围绕电池

技术标准、可充可换电池车型研

发等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度

战略合作。

无独有偶。十多天前的5月8

日，蔚来与广汽集团在广州签署

充换电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换电产业涉及的电池标准、换电

车型研发及定制等领域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的深度战略合作，并推

进双方自有充电平台互联互通。

记者注意到，除中国一汽、广

汽集团之外，自 2023 年 11 月 21

日，长安汽车与蔚来在重庆签署

换电业务合作协议以来，短短半

年时间内，已有吉利、江淮、奇瑞、

路特斯等多家车企与蔚来签署换

电合作。对于加速扩容的“换电

联盟蔚”，李斌曾直言：“蔚来做换

电，终局就是对外开放，从第一天

就是这么想的。”

引发外界关注的是，诸多车

企争相加入以蔚来为首的换电联

盟，背后的原因又有哪些呢？在

业内人士看来，随着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不断提升，消费者对补能

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换电模式关

注度持续提升。

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 4 月

上半月，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批

发、零售渗透率双双超过 50%，已

实现新能源汽车对燃油车的反

超。而相比充电模式，换电模式

作为一种补充电能的方式正愈发

受到关注。

“中国百分之六七十的城市

家庭装不了充电桩。”李斌近日分

享，其前段时间将自己家附近小

区全部转了一遍，尽管这些小区

房价不便宜，“但是都没办法装充

电桩，没有固定车位”。

中信证券报告认为：“在日常

使用端，即使是有车位，新能源车

主也时常遇到充电桩安装难的问

题。这一问题归根结底来自小区

配电容量是有上限的，通常合理

的车位与充电桩比为3∶1，也就是

说仅有约 30%的小区停车位能有

配电容量去装配充电桩。”

而至于当前不少车企加码

的超充模式，大规模应用推广也

存在诸多挑战，除了超充对电网

容量要求高外，还存在多次快充

容易加速电池衰竭速度、超充

技术局限、车企难以控制成本

等问题。

在“双碳”战略深入实施的大

背景下，换电模式也被认为在解决

新能源汽车电池寿命问题、环保及

能源节约问题等方面作用巨大。

如在环保方面，蔚来方面介

绍，通过电池灵活升级、鼓励用户

选择小容量电池，可以减少重金

属的使用以及在环境中的沉淀，

助力环保。“换电还能助力新型电

力系统建设，通过对能源资源的

集中管理和调度，以实现各种能

源之间的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

减少能源的浪费。”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除蔚来

外，吉利、上汽等车企也先后切入

换电赛道，并陆续推出相应车型，

而协鑫能科、奥动新能源等换电

站运营商亦在通过多种途径加快

市场布局。换电正在让能源生意

变成车企的“现金奶牛”。

开 源 证 券 研 报 则 预 计 ，到

2025年我国换电产业链市场规模

有望达到 1334 亿元，其中换电站

设备、动力电池、运营环节市场规

模分别为164.4亿元、255.5亿元、

914.1亿元。开源证券研报表示：

“换电产业链各环节有望实现高

速增长。”

“为满足中国新能源汽车市

场快速发展的需求，在国家鼓励

和技术迭代的推动下，换电站数

量将不断增加。”普华永道预计，

到2035年，轻型车将需要近40000

座换电站，中重型车则需要约

14000座换电站。

开源证券研报认为：“考虑到

重卡作为生产资料，对全生命周

期（TCO）成本的考量以及‘双碳’

背景下政策向电动化方向倾斜，

我们认为新能源重卡渗透率有望

进一步加快。”

尽管如此，换电模式目前仍

然存在不少待解决的难题。沃达

福数字汽车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

任张翔对记者表示：“电池作为新

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占了整车

30%—50%的成本，如果推行换电

模式，车企可能失去对电池包控

制权。”

“目前也有车企抵制换电，因

为不同车型电池包规格不同、技

术参数不统一，此外，高端汽车品

牌和经济型汽车品牌电池也并不

相同”，在张翔看来，换电行业未

来发展需政策进一步支持，以吸

引资本加大投入，助推行业快速

发展。

“任何产品必须达到一定规

模后，才能实现规模经济效应”，

张翔对记者表示，越来越多的车

企在换电领域开展合作，能够提

高换电车型市占率。

竞逐千亿换电赛道
两家大型车企在半个月内先后加入“换电联盟”，让坚定走“换电模式”的蔚来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加速破局推进“千站计划”

“蔚来目前已经构建了全国

最大的换电网络。”来自蔚来的数

据显示，截至5月21日，在全国累

计建设换电站 2420 座、充电桩

22500根、高速换电站800座，覆盖

7纵6横11大城市群，为用户提供

了超过4450万次的换电服务。

而按照蔚来此前发布的规划，

其正在加速推进“千站计划”，在

2024年全年，蔚来将在中国市场新

增 1000 座换电站，累计建成超

3310座换电站；新增20000根充电

桩，累计建成超41000根充电桩。

“蔚来换电具备先发优势，充

换电网络从成立之初就秉承开放

共享理念，是现有车企中布局充

换电网络最多的企业，已经形成

了一定的行业和技术壁垒。”蔚来

方面如此介绍。

在蔚来领跑换电赛道、基建

投入巨大的背景下，对其他车企

而言，通过“牵手”蔚来布局换电

领域、提升自身车型竞争力，无疑

吸引力巨大。而在蔚来方面看

来，除了换电模式外，其在充电领

域也极具竞争力。

“充电和换电并不矛盾，蔚来

在充电技术和规模上，一直保持

优势。”在李斌看来，蔚来的充电

技术也很强。蔚来方面也对此解

释：“在蔚来‘可充可换可升级’的

能源服务体系中，换电因为体验

更佳，得到了更多用户的青睐。”

据悉，蔚来充电桩向所有新能源

汽车用户开放，80%的电量服务于

蔚来以外的电动汽车品牌用户。

不仅如此，蔚来方面强调，通

过在换电领域的多年坚定投入，

其不仅仅验证了换电在多平台、

多产品之间的兼容服务能力，乐

道品牌的发布，进一步验证了换

电在多品牌、多平台（换电联盟）

的可行性。

将时间拉回至5月15日，蔚来

全新品牌“ONVO乐道汽车”在上

海正式对外发布。乐道汽车首款

产品——乐道 L60 亮相并开启预

售，在蔚来方面看来，这款全面对

标特斯拉Model Y的产品“生而成

熟”，独特的换电优势被蔚来方面

重点强调。

蔚来公司高级副总裁、乐道

汽车总裁艾铁成认为：“依托蔚

来公司过去十年的技术积累，包

括制造、供应链等在内的整个基

础设施能力，让乐道汽车可以

‘生而成熟’，体系化能力非常

强”，“乐道汽车一诞生就可以说

自己加电能力是行业第二，这是

非常有底气的”。

持续扩大换电“朋友圈”的背后，蔚来对于诸多车企的吸引力何在？

国家政策鼓励、市场需求推动，在此情形下，换电赛道正成为备

受市场关注的蓝海市场。

十年累计研发投入1500亿元

蔚来目前已在全国累计布局2400多座换电站。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