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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道韫

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快速提升，汽车新能

源化和智能化提速，新能源汽车市场整体向好的

同时，也迎来了愈加激烈的竞争。新能源汽车与

智能网联领域的独角兽企业、潜在独角兽企业和

哪吒企业不断推动行业创新和突破，引领新能源

汽车与智能网联发展新趋势。根据新经济智库

长城战略咨询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

2022》，2021年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及相关领

域独角兽企业超过 40家，约占 2021 年独角兽企

业总数的13.8%。

一、新能源整车行业参与者多
元化趋势明显，以独角兽为代表的
企业群体持续引领行业升级

以独角兽企业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凭借创

新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研发能力，以行业变革者的

身份加快汽车行业新能源化和智能化的进程，

2021年新能源整车领域共有独角兽企业10家。

独角兽企业推动新能源整车竞争格局转

变。头部造车新势力“蔚小理”引领了整车行业

加速迈进新能源时代，在相继上市毕业后，2021
年启动或完成二次上市进程，同时独角兽企业

哪吒汽车、威马汽车、零跑汽车等一批后起之

秀崭露头角。其中，哪吒汽车开启 Pre-IPO 轮

融资，正在推动赴港上市；零跑汽车于 2022 年

初提交上市申请，2022 年 9 月在港交所上市。

同时，行业的快速增长及独角兽企业引领的

“互联网+造车”模式，吸引了众多传统车企、

互联网巨头入局造车。

独角兽企业转向聚焦车型拓展和高端智能

化技术研发。造车新势力凭借互联网思维和

更贴近消费者的品牌理念迅速占领市场，而其

普遍发展历史较短，仍面临车型少、技术积淀

不足等问题，因此通过扩充产品种类、提高价

格区间覆盖度、提升车辆智能化、加强车辆能

源管理系统研发等方式，提高自身市场竞争

力。哪吒汽车于 2021 年获得 360 集团在信息

安全、汽车网联领域的能力加持以及资本注入，

发布自研汽车平台，在汽车智能化和品牌定位提

升上发力。零跑汽车、小鹏汽车等也在近期启动

新一轮融资，资金将主要用于产品组合及先进技

术开发。

互联网大厂和传统车企携手打造新能源整

车独角兽。百度等互联网大厂造车成为行业热

点，比亚迪等传统车企在新能源整车领域表现突

出，一批同时具有传统车企和互联网大厂基因的

独角兽企业正逐渐成为行业重要竞争者。智己

汽车由阿里巴巴、上汽集团、张江高科联合成立，

是一家主打高端智能纯电动汽车的整车制造公

司。赛力斯汽车是由重庆小康股份孵化的新能

源整车制造公司，联合华为推出多款中高端智能

新能源汽车。百度联合吉利成立集度汽车，是一

家集合百度的科技与生态力量和吉利电动架构

自研技术的智能汽车公司。小米汽车结合自身

互联网基因和遍布智能汽车领域的产业链式布

局打造智能电动汽车。在百度和小米自身资源

和科技能力的加持下，集度汽车和小米汽车或将

成为新物种企业的后备军。

二、锂离子动力电池独角兽企业引
领行业技术突破和下游服务创新，氢燃
料电池领域出现新物种企业

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锂离子电

池、氢燃料电池等动力电池不断迎来技术突破，

充换电等下游服务愈发完善。2021年汽车电池

领域有独角兽企业 9家，其中锂离子电池领域有

5家，充电桩及服务领域有2家，换电服务领域有1
家独角兽企业和1家潜在独角兽企业，氢燃料电池

领域有独角兽企业1家和哪吒企业1家。

独角兽企业成为汽车电池领域的中坚力

量。在动力电池领域，上市独角兽企业和独角兽

企业是行业重要参与者，上市独角兽企业宁德时

代、孚能科技等已占据行业领军地位，蜂巢能源

等具有车企背景的动力电池独角兽企业脱颖而

出。在充换电服务领域，特来电、星星充电仍占

据充电桩及服务领域重要地位，引领行业向网联

化发展，奥动新能源等一批新物种企业率先探索

换电服务。在氢燃料电池领域，独角兽企业率先

实现技术突破，东岳氢能等企业为商业化应用带

来希望。

独角兽企业持续引领锂离子动力电池技术

创新。从正极材料看，短期内磷酸铁锂电池和三

元锂电池仍是两大主流，而行业不断追求高安全

性和高能量密度，正、负极材料等核心部件上相

继出现技术突破。蜂巢能源由长城汽车孵化而

来，其推出无钴锂电池成为锂离子电池行业里程

碑事件，工艺方面开创了电池“叠时代”；万向一

二三则在全固态电池方面取得重大技术突破，加

速了这项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宁德时代在2021年

取得钠离子电池技术突破，为汽车行业进一步电

动化带来推动力；软包电池龙头企业孚能科技聚

焦半固态、固态电池的技术研发突破。

三、自动驾驶独角兽企业持续开拓
应用场景，在商业化进程加速的同时，智
慧座舱、芯片等自动驾驶硬件加速发展

独角兽企业引领自动驾驶技术加速发展，在

干线物流等商业场景加速落地。同时，随着自动

驾驶商用进程的加快，一方面，催化了车辆智能

化的进程，一批智慧座舱独角兽企业出现；另一

方面，推动上游硬件行业加速发展，出现芯片、激

光雷达独角兽企业。

自动驾驶独角兽企业引领商业场景加速落

地。自动驾驶企业不断深化在多种应用场景的

技术研发和道路测试，干线物流等商业场景落

地速度加快。专注于自动驾驶卡车网络运营

的嬴彻科技、自动驾驶技术公司智加科技均实

现自动驾驶重卡的量产，与多家物流龙头企业

合作开展固定线路、高速公路等形式的常态化

商业运营；小马智行与中国外运合资成立物流

科技公司，L4 级自动驾驶卡车已投入到集装箱

运输运力服务中；自动驾驶第一股图森未来在

上海、北京相继落地汽车科技公司，在国内启

动造车项目，将从货运客车、重卡等切入干线

物流等自动驾驶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希迪智

驾、踏歌智行、慧拓无限 3 家潜在独角兽企业，

在矿山特殊场景下矿卡驾驶的智能化和无人

化方面取得进展。

独角兽企业推动智能座舱加速发展。继

自动驾驶带来的汽车外部智能化后，独角兽企业

加速汽车内部智能化技术升级，除造车新势力

外，另有一批独角兽企业依托互联网巨头或车

企孕育而生。行业参与者中，一类为具有互联

网巨头背景的独角兽企业，斑马智行由阿里巴

巴联合上汽集团成立，协同阿里巴巴的技术和

生态，实现多模态交互控制、娱乐生活功能搭

载等；另一类则为自研自用的新能源整车制造

商。亿咖通由传统车企吉利孵化而来，是座舱

智能化和整车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小鹏汽

车、极氪汽车等整车制造新势力均采用自研的

汽车智能交互系统，提供语音等多种方式的人-
车智能互动。

车规级芯片、激光雷达领域出现独角兽企

业。随着自动驾驶汽车加速量产，大算力自动驾

驶芯片、激光雷达等硬件企业迎来上游需求的强

力拉动。在芯片方面，芯驰半导体是一家提供高

性能域控级别大型车规处理器的本土芯片企

业。在激光雷达方面，禾赛科技聚焦无人驾驶和

机器人的激光雷达，累计获得包括小米、美团、百

度等参投的超5亿美元融资。

（作者单位：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

▶ 王雪璇 伍晓琳 王胜男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我国中小企

业群体的领头羊。近年来，我国非常

重视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明确了创新

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的认定标准，取得了积极

成效。但目前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创新

能力不足、抗风险能力较弱等问题。

因此应多措并举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发

展，构建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体系，

完善政策体系；优化大中小企业协同

创新机制，推动企业融通发展；加强融

资服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以独角兽企业为代表的造车新

势力凭借创新互联网思维和技术研

发能力，以行业变革者的身份加快汽

车行业新能源化和智能化的进程。

当前，新能源整车行业参与者多

元化趋势明显，以独角兽为代表的企

业群体持续引领行业升级；锂离子动

力电池独角兽企业引领行业技术突

破和下游服务创新，氢燃料电池领域

出现新物种企业；自动驾驶独角兽持

续开拓应用场景，在商业化进程加速

的同时，智慧座舱、芯片等自动驾驶

硬件加速发展。

独角兽企业引领新能源车行业发展独角兽企业引领新能源车行业发展

宝鸡吉利汽车“博越L”产品下线。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

略支撑，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国家创

新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但在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目标面前，我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

制于人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尽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

问题。

作为中小企业的领头羊，专精特新企业的突

出优势是专注在产业链上的某个环节，聚焦核心

主业，抗风险能力与研发创新能力较突出，是产

业链供应链的关键节点，是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

重要力量。当前发展“专精特新”已上升至国家

战略层面，未来应加大力度持续推动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

一、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进入创
新型国家前列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事业密集发

力、加速跨越，取得巨大成就。科技部公布的数

据显示，2012-2022 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从

1.03万亿元增加到 3.09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

1.91%提升到 2.55%；研发人员总量从 325万人年

提高到超过600万人年，多年保持世界首位；基础

研究投入从 499亿元提高到 1951亿元，占全社会

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6.3%；基础研究和原

始创新不断加强，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

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但从创新型国家标志性指标看，我国创新型

国家建设还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强、创新体系整

体效能还不高等问题。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对外技术依

存度在30%以下是创新型国家四大标志性指标之

一。对外技术依存度可以测度一个国家对技术

引进的依赖程度，衡量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能

力。2020 年，我国综合技术对外依存度降至

32.4%，但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上的对外依存度

高达50%，新产品开发70%要靠外来技术，关键零

部件有80%需要进口。这说明我国还不是一个技

术上自立自强的经济体，大量技术成果仍未转化

为创新的实际力量，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方面，

受制于人的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技术封锁随之不断增

强。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跟随战略，实行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的创新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对

一些关键技术的基础性研究明显不足。在新发

展阶段，我国要大力开展自主创新，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加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二、专精特新企业是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指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

颖化发展特征的企业，其概念由工信部于 2011
年首次提出，随后又提出将专精特新作为中小企

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此后，从中央到地方，

相关政策持续颁布，并不断升级提升。2018年，

政府首次提出要开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

工作；工信部在2019-2022年公布了四批共9279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2022年，“专精

特新”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在资金、人才、孵化平台搭建等方

面给予大力支持”，进一步为中小企业的创新发

展指明了方向。同年，工信部印发《优质梯度培

育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认定标准，首

次规范全国统一的省级专精特新标准，形成了对

我国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的统一管理体系。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我国中小企业群体的

领头羊。专精特新企业规模虽为中小企业，但其

长期深耕于某一细分领域，强化技术创新，在这

些领域获得竞争优势，甚至拥有话语权，创新实

力强、市场占有率高，能有效解决产业链的“堵

点”。从已公示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

单来看，超六成集中分布在制造业，涵盖制造业

中各个“补短板、锻长板”的关键细分领域。在企

业数量规模庞大的中小企业普遍创新能力不足、

抗风险能力较弱的背景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

展是大势所趋，专精特新企业成为攻克关键核心

技术的重要主体。

三、多措并举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1.构建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完善政策体系

根据工信部印发的《优质梯度培育管理暂行

办法》中明确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认定标准，应结合当地产

业发展需求，挖掘中小企业现状特征、发展潜力、

发展诉求，优化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分级标准，建

立企业运行监测机制，做好动态调整；完善专精

特新企业培育的相关制度，围绕资金支持、人才

支持、创新协同等方面，细化政策体系；对专精特

新企业开展普惠性服务和“点对点”精准化服务，

推动政策精准惠及优质企业。

2.优化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企业融通发展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大企业、龙头企业供应

链上的关键一环。应积极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卡位入链”，与产业链龙头企业高效对接，推

动更多中小企业进入供应链产业链；发挥龙头企

业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龙头企业联合中小企业

和科研院所组建产业创新联合体，进一步向中小

企业开放共享资源，开展技术服务，弥补中小企

业创新能力和资源不足，推动同中小企业的协同

创新和融通发展。

3.加强融资服务，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创新需要长期性资本支持，助力中小企业走

好专精特新之路，亟需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

道。应鼓励各类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丰富融资

产品，开发具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产品，通过对专精特

新企业增加首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推行便利

续贷来增加信贷支持力度。加强与金融机构合作，健

全信用评估评价机制，建立针对性的融资担保机

制，健全科技金融风控体系。建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上市培育清单，发挥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作用，加快

推动符合条件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上市。

（作者：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

国高新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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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明珞装备的汽车焊装自动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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