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科技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住建部、交通运

输部、商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 2025 年、2035 年到 2050
年智能汽车发展愿景。《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发

布，标志着我国智能汽车发展驶入快车道。

两大愿景目标

智能汽车是指通过搭载先进传感器等装置，运用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具有自动驾驶功能，逐步成为智能

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的新一代汽车，又称为智能网联

汽车、自动驾驶汽车。

据了解，发展智能汽车有利于提升产业基础能力，

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增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引领能力，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有利于加速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培育数字经济，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有利

于加快制造强国、科技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

中国、智慧社会建设，增强新时代国家综合实力；有利

于保障生命安全，提高交通效率，促进节能减排。

当前，我国汽车产业体系完善，品牌质量逐步提

升，关键技术不断突破，发展基础较为扎实。互联网、

信息通信等领域涌现一批知名企业，网络通信实力雄

厚。路网规模、5G 通信、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水平

国际领先，基础设施保障有力。汽车销量位居世界首

位，新型城镇化建设快速推进，市场需求前景广阔。基

于此，《发展战略》认为，我国拥有智能汽车发展的战略

优势。

为加快智能汽车发展，《发展战略》提出，到 2025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

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基本形成。实

现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达到规模化生产，实现

高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

智能交通系统和智慧城市相关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车用无线通信网络（LTE-V2X 等）实现区域覆盖，

新一代车用无线通信网络（5G-V2X）在部分城市、高速

公路逐步开展应用，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网络实现全

覆盖。

2035 到 2050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体系全面建成、

更加完善。安全、高效、绿色、文明的智能汽车强国愿

景逐步实现，智能汽车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

“《发展战略》的长期目标是将我国建设成为全球

智能汽车强国，甚至是全球智能汽车发展的引领国

家。”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说，“智

能汽车技术架构与发展愿景是，大幅降低交通事故和

交通事故伤亡人数，显著提升交通效率，有效降低交通

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提高驾驶舒适性。智能汽车相

关配置的逐步普及，将使得消费者年轻化，并催生智能

汽车加速发展。随着智能汽车的发展，汽车将成为人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智能伙伴’。”

科学务实

专家表示，我国致力于发展智能汽车的决心由来

已久。《发展战略》的发布既是对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

智能汽车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战略指导。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发展战略》提出的两大战略愿景

聚焦更加科学务实。

2018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智能汽车创新发

展战略》（征求意见稿），提出了 2020 年、2025 年、2035
年 3 个阶段性目标：到 2020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

术创新、产业生态、路网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信

息安全体系框架基本形成。智能汽车新车占比达到

50%，中高级别智能汽车实现市场化应用，重点区域示

范运行取得成效。智能道路交通系统建设取得积极进

展 ，大 城 市 、高 速 公 路 的 车 用 无 线 通 信 网 络（LTE-
V2X）覆盖率达到 90%，北斗高精度时空服务实现全覆

盖。

到 2025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

态、路网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信息安全体系全

面形成。新车基本实现智能化，高级别智能汽车实现

规模化应用。“人、车、路、云”实现高度协同，新一代车

用无线通信网络（5G-V2X）基本满足智能汽车发展需

要。

到 2035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享誉全球，率先建成

智能汽车强国，全民共享“安全、高效、绿色、文明”的智

能汽车社会。

专家表示，与征求意见稿相比，《发展战略》删除了

其中的具体数据指标，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快速发

展，未来数十年发展趋势可以预测，但发展进度无法做

到精准研判，体现了政策的严谨性；另一方面也彰显了

相关政府部门只负责宏观指导作用，充分尊重市场发

展规律的态度。

在 2019 年 10 月份举行的 2019 世界智能网联汽车

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工业和信

息化部将着力促进融合创新，加快推动产业发展：一是

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支持企业攻关智能网联汽车计算

基础平台等关键共性技术，建立面向未来出行的融合

创新平台；二是打造新型产业生态，打造各类市场主体

互融共生、分工合作、利益共享的新型产业生态；三是

完善协调发展机制，着力解决智能网联汽车高速公路

测试、自动驾驶地图应用等关键问题，促进车路协同发

展和数据互联互通。

据了解，为达成发展愿景，《发展战略》提出了五项

保障措施，包括加强组织实施，充分发挥国家制造强国

建设领导小组车联网产业发展专项委员会等工作机制

作用，培育智能汽车创新发展平台等新型市场主体；完

善扶持政策，研究制定相关管理标准和规则，利用多种

资金渠道，强化税收金融政策引导；强化人才保障，建

立重大项目与人才引进联动机制，推动汽车与信息通

信、互联网等领域人才交流，深化产教融合；深化国际

合作，鼓励国内外企业加强产业合作，鼓励外资企业积

极参与智能汽车产业发展，充分利用多双边合作和高

层对话机制，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制定与协

调，积极开展智能汽车法律法规国际交流合作；优化发

展环境，加强产业投资引导，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

智能汽车领域信用规范，加强智能汽车科普宣传和舆

论引导。

近日，由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指导、全国家用电器工

业信息中心编制的《2019年中国家电行业年度报告》在线

上发布。

报告指出，2019年，国内家电市场零售额规模为8032
亿元。其中，苏宁占比 22.8%，位列 2019年家电全渠道第

一。京东（14.4%）、天猫（8.8%）、国美（5.8%）、五星电器

（1.2%）分别位列第二至第五名。

2019年，国内家电市场虽然遭遇规模瓶颈，家电市场

分化加剧，但新兴品类中依然不乏亮点。与此同时，产品

升级朝着高端化、智能化和健康化方向演进。

虽遇规模瓶颈
但新兴品类不乏新亮点

由于增加家电品类，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将

2018年家电规模从 8104亿元修正为 8211亿元。数据显

示，2019年国内市场家电零售额规模8032亿元，同比增长

率为-2.2%。

整体来看，2019年国内家电市场虽然遭遇规模瓶颈，

家电行业营业收入增幅下降，多数家电企业前三季度表

现较上一年增幅收窄，但新兴品类中依然不乏亮点和机

会。

传统大家电中，彩电、空调、冰箱都出现下滑，尤其是

彩电市场出现两位数下滑，但彩电向更大尺寸进化的趋

势显著，65英寸、75英寸电视份额增加、均价下滑，激光电

视和OLED电视等新型显示技术份额稳固提升；空调市

场规模小幅下滑，价格战山雨欲来，但变频和变频APF一

级空调市场份额继续增长；冰箱产品结构尚算稳定，高端

产品增长迅速，多门产品份额提升；洗衣机市场受益于产

品升级，实现小幅增长，带有烘干功能的滚筒洗衣机受到

消费者热捧，热泵式干衣机成品质生活的代表，受消费者

关注，市场规模增幅接近50%。

厨卫产品中，传统的烟机、灶具、热水器都出现规模

下滑，洗碗机、集成灶表现尚可，洗碗机产品嵌入式是主

流，对餐具的“消毒”和“烘干”功能成为新的升级方向。

生活家电产品中，由于不断有新品类出现，整体规模

维持了增长，随着消费者自主消费意识的觉醒，美发、个

人护理类产品增长明显。其中，料理机、电饭煲、吸尘器、

美发器分别同比增长1.4%、3.5%、3.2%和47.7%。

消费需求升级
向高端化、智能化和健康化演进

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

家电行业线上市场零售额规模3108亿元，同比增长4.2%，

市场份额达到 38.7%；线下市场零售额规模 4924亿元，同

比增长率-5.8%，市场份额61.3%。2019年，我国家电行业

出口规模为3034亿元，同比增长0.9%。

报告提出，我国家电消费已经进入更新换代期，产品

升级被企业和渠道广泛接受。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

产品升级将沿着高端化、智能化和健康化演进。高端产

品价格份额不断增长，反映了消费者对高品质家电需求

的增长。企业需加快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在外观、设

计、工艺、材料、功能、适用性等方面做到品质的整体提

升。

数据显示，市场均价 10000 元以上的彩电和冰箱、

12000元以上的柜式空调、6000元以上的洗衣机、6000元

以上的油烟机、2000元以上的吹风机，市场零售额份额进

一步扩大。

在家电智能化方面，单单远程控制、摄像头监控已不

能满足消费者对智能家电的需求，家电企业需要针对消

费者具体的智能化需求，推出实用性更强的智能家电产

品。而高端化和智能化最终的落脚点都是家电产品的健

康化。

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社会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影响，但它

也是一次提高全民健康卫生意识的集体公开课。健康家

电在家居生活中筑起安全防护的屏障。这其中既有切断

病毒飞沫传播途径的空气净化器和新风系统，也有切断

病毒通过食物餐具传播途径的洗碗机、光波炉；既有减少

接触传播机会的干衣机，也有带有高温杀菌等功能的洗

衣机等。

这次疫情对家电等制造业行业影响明显，工厂复工

推迟、物流运输滞缓、家电消费锐减。然而从中长期来

看，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消费趋势发生积极变化，国

家政策引导产业发展向绿色、智能加速前进，强制性标准

的修订倒逼行业升级，加速落后产能淘汰……这些积极

因素不断赋能家电及相关上下游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方向

推进。

“我国家电行业有多元的市场、齐全的产业、雄厚的人

力资源、日益普及的创新意识，家电企业与流通渠道逐渐适

应并积极寻求突破。因此，2020年的中国家电行业虽然承

压前行，但在所有行业参与者的执着坚持下，必将迎来新的

曙光。”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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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大勇报道

中国汽研推出“智慧健康座舱”认证

本报讯 近日，中国汽研下辖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凯瑞认

证推出汽车“智慧健康座舱”认证。据悉，“智慧健康座舱”分

为“健康座舱”和“智慧座舱”两个认证方向，其中健康座舱包

含清新空气、抗菌防霉、健康选材、电磁洁净、低噪隔音5个认

证维度。智慧座舱包括智联四方、智享乐趣、智能守护、智慧

交互4个认证维度，共9个维度组成最高9A级“智慧健康座

舱”认证。

其中，清新空气座舱考评的是车内空气质量综合性能。

影响车内空气质量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车外污染空气的入

侵，二是汽车内饰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要保证车内空气质

量，就是控制空气滤清系统，防止车外污染空气的入侵和绿色

环保的零部件和内饰材料使用两大因素。此外，抗菌防霉座

舱考评的是车内防菌性能；健康选材座舱考评的是汽车用车

和制造工艺是否无害；电磁洁净座舱考评的是车内的电磁辐

射防护设计；低噪隔音座舱考评的是车内噪音强。

智慧座舱的认证由智联四方、智享乐趣、智能守护、智慧

交互四个维度组成，综合考量车辆智能化性能。其中，智联四

方座舱考评的是汽车车载通信功能。通过对卫星导航功能和

性能、紧急呼救系统功能、移动互联功能和性能、电磁抗扰能

力等方面的测试评价和认证，保证车辆高品质、高频次和全区

域覆盖的通信互联。此外，智享乐趣座舱考评的是车载语音

系统性能；智能守护座舱考评的是车辆全液晶仪表软件性能；

智慧交互座舱考评的是车辆语音等交互功能性能。

“5G+无人防疫车”

成广东科学战“疫”新利器

本报讯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陆续复工，疫情防控

与复工复产双线并进，广东移动近日发挥5G网络覆盖优势，

率先推出“5G+无人防疫车”，在深圳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园

区开展无人化、零接触的园区智慧消毒以及防疫宣传，成为

科学战“疫”的新利器。

“5G+无人防疫车”在指定区域通过移动5G网络连接在

北京的远程操控中心，近乎实时完成现场消毒作业，是5G智

慧交通与工业园区在疫情防控领域融合创新的探索。“5G+无

人防疫车有效提升了园区的防疫科技含量，非常契合梦工场

的定位。”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相关负责人表示。

2月中旬，深圳市智能网联汽产业创新促进会向广东移

动深圳公司提出发挥双方平台优势，将移动5G与无人驾驶

技术结合，共同为科技战“疫”贡献力量。收到需求后，广东

移动深圳公司5G信息化团队迅速响应，仅用一周时间完成

方案制定、资源协调、实施部署与设备调测。2月18日，“5G+

无人防疫车”相继在前海梦工场园区、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投入使用，为企业复工复产、医疗抗疫一线提供有力科技保

障。

“除了园区智能消毒，这款‘5G+无人防疫车’还具备远程

广播功能，是可移动的宣传防疫平台，能大大减少保安、保洁

等一线作业人员的暴露感染风险，还具备巡逻监控、物资运

输、红外测温等多项功能。”广东移动深圳公司5G信息化团

队介绍，“5G+无人防疫车”还将陆续在更多园区、社区投入使

用。 林洁

全球首台无接触电梯按钮终端

在合肥高新区诞生

本报讯（记者 罗晓燕） 3月2日，全球首台无接触电梯按

钮终端在合肥高新区正式投用，继“无接触自助机”在安徽省

立医院投用后，空气成像技术成功运用于生活场景防护，为疫

情防控助力。

该无接触电梯按钮终端由合肥高新区种子基金投资企业

安徽东超科技有限公司利用自主专利技术打造。设备核心光

学显示模组采用DCT-plate（等效负折射率光学平板透镜）技

术，每片大小约为130mm×153mm，采用UE050WQ液晶显示

屏，分辨率可达800×480像素，32位真彩显示，外观壳体可根

据要求定制。

据悉，该产品具有四项优势：一是“空”，完全不用实体屏

幕，采用全球领先的无介质空中成像技术，全部操作均在空气

中完成；二是“灵”，设备安全稳定，可与原系统无缝联网对接，

交互灵敏、简单易操作，毫秒级延迟，响应时间＜30ms；三是

“净”，完全切断接触式污染源，避免人-物-人式的交叉感染，

也完全解决公共设施细菌和病菌残留问题；四是“密”，设备由

可视角度可保护用户界面，信息安全，达到防偷窥的目的。

早在2017年12月，合肥高新区种子基金就投资东超科技

800万元并助推其项目落地，企业成长孵化于合肥高新区“天

翅创”众创空间。 今年年初，东超科技迅速投入科技抗疫的

战斗中，将核心技术与疫情防控深度结合，相继推出零感染自

助机和无接触电梯按钮终端并实现量产，产品可在众多公众

场景应用，如机场、高铁站电梯等人流密集地。

▶ 本报记者 邓淑华报道

11部门联合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

我国智能汽车发展驶入快车道

家电产品向“高端化+智能化+健康化”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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