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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大勇

近日，中国新能源汽车第2000万辆下

线活动在广州举行。在灯光闪耀中，一辆

造型华美的新能源汽车从广汽埃安整车

下线区缓缓开出，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

车生产量达到 2000 万辆。

业内专家表示，新能源汽车生产突

破 2000 万辆是一个重大标志性事件，标

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产业化、市场化的

基础上，迈入规模化、全球化的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引领着全球汽车产业以电动

化、智能化为主要方向的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

级和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我国汽车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工业和信

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70年来我国汽

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第

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下线，是一个具有

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

据了解，我国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取得积极成效，建立了结构完整、有机

协同的产业体系，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消费

市场，形成了新能源汽车与相关行业互融

共生、合作共赢的良好发展局面，为推动

全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贡献了中国力

量。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

展。2020年 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累

计突破了500万辆，实现了《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中提

出的目标；2022 年 2 月，这一数字突破了

1000 万辆；2023 年 7 月，实现了第二个

1000 万辆，仅用了 1 年零 5 个月的时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付炳锋表示，2000万辆标志着中国新能源

汽车在产业化、市场化的基础上，迈入规

模化、全球化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正

成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累计产量突破 2000 万辆，是重大的

标志性事件，彰显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强劲实力。”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近年来，我国新能

源汽车高速增长是市场化推动能源革命、

实现交通领域节能减碳的重要成果，有效

拉动了汽车产业链实现换道超车，实现了

以电动化产业链替代内燃机产业链的巨大

提升，尤其是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战略成

功引领了世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浪潮。

政策保驾护航

在业内看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离不开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早在 2000
年，电动汽车就被列入“863 重大专项计

划”。2004年，国家发改委在发布的《汽车

产业发展政策》中明确提出，鼓励发展节

能环保型电动汽车与混合动力汽车技

术。2007 年，国家发改委正式颁布《新能

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批准多款新

能源汽车量产。

2020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要求深入实施发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加快建设汽车强国。

“近年来，各部门先后推出 70 余项支

持政策措施，建立了结构完整、有机协同

的产业体系，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

场，形成了新能源汽车与相关行业互融共

生、合作共赢的良好发展局面，为推动全

球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贡献了中国力

量。”辛国斌说。

据了解，2012 年以来，工信部先后出

台两个中长期发展规划，进一步明确了新

能源汽车的发展目标和技术路线。从国

家到地方，涵盖技术创新、推广应用、安全

监管等方面的多项政策先后推出，全方位

扶持产业发展。此外，工信部还实施了新

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组建了动力

电池和智能网联汽车国家制造业创新中

心，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创新商业模式。相关规划和举措，让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方向更明确、内生动

力更充足。

第三个“千万辆”明年或将实现

“去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为1030万

辆，而我国占据 60%的份额。就目前发展

趋势进行预测，第三个‘千万辆’可能会在

2024年的 7月前实现。”崔东树表示，近几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增长是跨越发

展奇点后市场化力量主导推动的能源革

命，是实现交通领域节能减碳、绿色出行

的重要成果，有效拉动了汽车产业链的改

造升级。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崔东树也坦言，

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内部，仍然存在着

“乘用车、商用车发展不均衡，地区市场渗

透率仍有提升空间，上游原材料波动，材

料体系、工艺能力的再探索，补能基础设施

建设，高阶自动驾驶的应用仍需要持续发力

保持投资动能”等课题需要研究解决。

“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定力引

领了世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浪潮，在尝鲜

试错中也为各国政府和国际车企全面跟

进新能源汽车转型提供了先导经验，这对

我国汽车行业从跟随到跨越领先、市场与

技术协力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崔东树表

示，未来我国汽车产业要持续向自主品牌

升级、减碳智能化发展，推动自主产业链

向“灵活可控、占据世界领先优势、服务更

广阔的市场”的方向挺进。

引领全球汽车产业以电动化智能化为主要方向转型升级

中国第中国第2000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7月 6日，由中关村智友研究院主办的首届科技

创变者大会在京举行。数十位来自人工智能、新能

源、医疗、机器人领域的专家院士、投资人、企业家齐

聚一堂，深入剖析了机器人智能化领域的发展趋势

与转化思考。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未来

围绕“具身智能——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未来”

话题，4位科学家在现场展开了机遇与挑战两个角度

的讨论。

谈到未来 5-10年有哪些比较大的赛道，需要科

技创变者和各方孵化器、产业园、投资者结合起来，推

动科技的变革形成产业时，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院

长、北大多媒体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黄铁军表

示：“今天人工智能很热，已经占据了历史机遇窗口期。

我认为人工智能下一个重大突破是通用感知模型，即面

向自动驾驶、机器人等领域的具身智能模型，通用感知模

型的快速发展会带来巨大新机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生物与医学工程学院院长樊瑜波表示：“现在我们社

会的老龄化不断加剧，人的机能衰老和逐渐半失能、

失能也会成为必然。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为

老年人提供生活辅助和支持就成了一个大赛道。从

科技角度来看，未来生物活性智能材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方向。”

清华大学教授、博导，清华人工智能研究院视觉

智能研究中心主任邓志东比较看好人工智能和人形

机器人、自动驾驶 3个赛道。他说：“大模型的能力，

再加上思维链等提示词工程可以实现零样本学习，这

有可能更多地推动人工智能与自动驾驶、机器人的结

合，在未来或有更多真正产业落地应用的机会。”

在谈到什么场景会出现单品出货量超过百万台

的机器人形态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迦智科技

创始人熊蓉表示：“人工智能从专用人工智能走向了

通用人工智能，对机器人而言，也需要从专用型机器

人向通用型机器人发展，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人工智

能热潮中，人形机器人也形成了一个热潮的原因。

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一个通用型机器人，可以适应

各种应用场景。”

科技型创业主打技术导向

在以“科技型基金助力寻找下一代智能产业的

大脑”为主题的巅峰对话中，创新工场执行董事王震

翔认为，硬科技创业团队和互联网创业企业最大的

区别是，互联网是用户导向，而科技型创业者最大的

特点是技术导向。

“一个创业者能够具备很高的技术壁垒，同时又

有商业洞察力再加上同理心，三者聚在一起，他会是

非常令人期待的创业者。”王震翔说。

关于近几年科学家创业特别受投资机构欢迎的

背后原因，人大商学院教授、雅瑞资本创始合伙人张

瑞君认为有3个重要因素。

“从宏观来看，首先，今天科技进步的速度非常

之快，对于人类生活和产业的变革都带来了巨大的影

响，因此人们开始关注新技术，技术创新是整个社会发展

的原动力；其次，中国正在进行转型升级，一定要有硬科

技的支撑；最后，2019年中国的科创板诞生，给硬科技的

企业创造了非常好的平台，这个空间的打开为很多机构

愿意助力硬科技企业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他说。

SEE Fund 无限基金合伙人赵瑱则从微观层面

做了补充。他提到，首先，科学家有很敏锐前瞻的嗅

觉，而不是单纯依赖于纯产业当中的惯性做事情；另

外，科学家有比较宽阔的创新思维，能够帮助他们在

更广阔的视角下看待问题；现在很多创新是在学科

交叉领域，很多科学家在一些热点学科交叉领域是

有这样的视野和能力的。

关注医疗科技的发展

在创变圆桌环节，嘉宾围绕“未来已来—创新

型医疗科技的发展与落地”话题展开讨论，探讨了

创新型医疗科技在当前的发展，分享了落地阶段

的个人具体实践经验。

北京未磁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丁铭结合

自身公司经验表示：“未磁科技经过0-1的阶段，现

在已经进入到 1-100的阶段，当中面临的挑战是巨

大的。第一个挑战是要转变思维，做企业的时候，市

场需求一定是我们第一个关注的地方。过去做科研

磨的是屠龙刀，不管世界上有没有龙，但是我现在磨

的刀必须要保证市场上有龙才行。其次是服务心态

的转变，当我们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客户一定是第

一位的，首先解决的是客户需求。”

对于医疗机器人未来会给医疗行业带来什么

样的变革，柏惠维康创始人兼 CEO 刘达谈到，“手

术机器人无疑是国内外特别热门的赛道，在中国

的环境中，手术机器人从短期来讲是让手术变得

更容易，因为目前手术机器人技术主要是辅助医

生。长期来看意义更大，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

发展成熟，手术机器人未来最佳的状态是可能替

代医生。对于医疗产品来讲，无论是手术机器人

或者其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怎么去考虑技

术的创新和商业化成熟度的问题。”

在谈到当前科技创新能赋予什么样的商业价

值时，华视诺维 CEO 夏超然表示：“技术本身并不

代表天然的商业价值，这中间有个很强的思维转

变和形式转变。创造价值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

技术只是一种手段。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利用

技术手段来复制和增加很多医疗垂直领域的可能

性。”

对于医疗器械的创新生态还有哪些需要进行

弥补的地方，北京市医疗机器人产业创新中心副

总经理李绮说：“医疗器械是一个有门槛的行业，

这个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源才能够支撑创业企业

的发展，包括政府的政策、产业、研究机构、投资

人、临床医生和医院等，都是生态当中的一环，是

创新生态的参与者、缔造者，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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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承德市鹰手营子矿区依托承德市钒

钛钢铁资源富集区优势，大力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发展

特钢产业，深度开发钒钛新材料，先后建成钒钛高科无

缝钢管、超大规格圆坯、五氧化二钒提纯等项目，产品远

销东南亚、中东、欧美等地区。图为在承德市鹰手营子

矿区一家无缝钢管生产企业，工作人员在集控中心工

作。 新华社记者 骆学峰/摄

近日，2023 深圳国际水务

科技博览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举

行，探雨雷达、智能无人船、自

动垃圾清理船等高精尖产品在

展会上集中亮相，为智慧水务

水利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

案。此次博览会参展企业达

280 余家，设置智慧水利、水利

水电与水文、给排水、疏浚与航

道、泵管阀、水处理等几大特色

展区。图为参观者在博览会上

了解阀门产品。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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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球首台 16MW（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在三峡集团福建平潭海上风电场顺利完成吊装任

务，即将进入并网运行。这标志着我国海上风电

在高端装备制造能力、深远海海上风电施工能力

上实现重要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业内专家认为，海上风电机组大型化、风电场

规模化、深远海化发展趋势提速，是海上风电降本

增效的重要途径，推动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

海上风电迎来关键转折期

据介绍，该 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采用四桩导

管架风机基础，轮毂中心高度 152米，约相当于一

座52层大楼的高度；机舱、发电机组合体重达385
吨，相当于190台越野车的重量；叶片长123米，单

只叶片重54吨，叶轮扫风面积约5万平方米，约相

当于 7个标准足球场大。根据该海域多年测风数

据计算，单台机组每年可输出超过 6600万千瓦时

的清洁电能，能够满足3.6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生

活用电，可节约标煤约 2.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5.4万吨。

“这次安装的全球首台超大容量 16兆瓦海上

风电机组，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全球已投产的最大

海上风电机组。”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雷鸣

山表示，该风电机组将在商业运行过程中全面检

验各项设计性能，为今后 16兆瓦海上风电大机组

规模化批量应用提供技术支撑。

这是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型化、规模化、深远海

化发展的缩影。近年来，随着海上风电快速成长，

深远海规模效应逐渐显现，更大型的风机、更多样

的安装形式、更多元的开发方式，在海上风电高质

量发展的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

“当前，海上风电迎来关键转折期，无论单机

容量、风轮直径、基础形式、输电模式还是开发规

模都与近海风电不可同日而语。”远景集团高级副

总裁田庆军说，全国深远海海上风电规划共布局

41个海上风电集群，预计总容量 290GW，是近海

海上风电规模的3倍。同时，技术创新助推海上风

机进入“大”时代。国产 16MW海上风机在福建成功吊装，6年时间海上

机组单机容量增大了 3倍。未来大兆瓦将成为行业重点创新方向，预计

“十五五”期间海上机组单机容量将达到20MW甚至30MW。此外，我国

海上风机基本实现100%国产化，海上风电由大到强、走向国际。

“近年来，大容量机组、一体化设计、大型海工装备等技术创新，有效

促进海上风电降本提质。”中国职工技术协会副理事长、电力专业委员会

名誉会长毕亚雄说。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表示，依靠规模

化开发与技术进步，我国海上风电度电成本实现大幅下降，2010-2021年

的降幅接近56%，当前我国海上风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已降至0.33元/千
瓦时左右，到“十四五”末有望实现全面平价。

需产业链各环节持续发力

毕亚雄说，当前要清醒认识到海上风电机组大型化与风电场规模化、

深远海开发，带来的电力可靠供应、安全稳定、经济性和体制机制等诸多

挑战。

面对挑战，海上风电该如何发展？“推动海上风电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在于技术不断进步，在于产业链、供应链持续稳定。”毕亚雄表示，从当前

趋势看，风电机组大型化和风电场规模化成为业界公认的发展方向。在

发展过程中要加强联合技术攻关，加快突破风电机组大型化、风电场规模

化技术难点，关注超大尺寸长柔叶片复杂的非线性气弹特性、超高塔筒柔

性增加等问题，协调好整机稳定运行与风能高效利用的矛盾。

田庆军表示，大兆瓦、深远海对海上风机的可靠性要求更加严苛，需

要产业链各环节持续发力。整机商要加强基础研究，用技术创新解决成

本、性能、质量的“不可能三角”；开发商要充分考虑风电场全生命周期可

靠性，给技术创新更多验证时间。

同时，经济性决定了海上风电的未来。毕亚雄说，要做到长远谋划、

统一规划，探索集中送出建设体系，实现边际效益最大化。要推动海上交

通、海水淡化、氢能、储能等多种能源开发利用、融合发展、新型发展的产

业模式，提高海域综合利用率，促进风能开发与海洋经济发展相协调，推

动资源共享、相互利用、相互促进，实现技术经济优化。

秦海岩表示，目前，我国海上风电仍需各省份提供包括补贴在内的一

系列支持措施，助推产业加快技术进步，走向成熟，在“十四五”末实现全

面平价上网。同时，保持合理的开发节奏，“十四五”海上风电发展的主基

调是稳妥，不应盲目追求规模，“十五五”及以后才是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

的高速发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