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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驱动城市竞争格局迭代新能源汽车驱动城市竞争格局迭代
▶ 孙立彬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442.9万辆和 430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48.3%和46.2%。其中，新能源

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

量的42.7%。值得注意的是，新能

源汽车市场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相关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销量（含出口）预计达1650
万辆，保持30%的增速，国内市场

渗透率有望突破 55%；2030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超过70%。

随着我国新能源车的快速发

展，汽车产业版图正在被颠覆，传

统汽车城正在受到新兴汽车城的冲

击，城市的竞争格局正在被重塑。

2024年，重庆汽车产量 254.01万

辆，其中新能源汽车95.32万辆，同

比增长90.5%，重庆因汽车产业的

强势崛起，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广

州，跻身我国经济第四城。

新能源汽车产业对于一个城

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赛迪智库

相关专家表示，在各城市竞相抢占

新赛道谋求地区经济跃迁新路径

的驱动下，我国初步形成了以深圳

为龙头，合肥、上海、西安等多城市

共同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一超多

强”城市集群格局。

新汽车城三大发展路径

赛迪研究院先进制造业研究

中心汽车研究室副主任赫荣亮表

示，新能源汽车产业突破传统路径

依赖，推动区域竞争逻辑发生根本

性转变。这场变革不仅是技术迭

代的较量，更是各城市在产业规

划、资源配置、制度供给等方面的

全方位比拼，将进行产业要素空间

重组与价值链重构，重塑区域经济

版图。

据赛迪智库分析，自2009年6
月我国明确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以来，各地扶

持该产业发展，目前已呈现区域性

集群化发展特征，主要有3类发展

典型：技术跃迁型、转型突破型和

补链崛起型。

技术跃迁型以深圳、合肥、西

安等城市为代表，其以技术创新换

道领跑，2024年三城新能源汽车

产量合计543.6万辆，占全国总量

的42.2%。

深圳通过“龙头企业引领+创
新驱动+全产业链协同”模式，从无

到有跃升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第一

城。2024年深圳新能源汽车产量

293.5万辆，同比增长69.4%，占全

国市场份额22.8%。依托比亚迪、

华为等头部企业，深圳形成“整车+
电池+智能网联”全产业链生态。

合肥打造“资本招商+全链聚合”模

式，实现了从“汽车弱市”到“行业

新贵”的嬗变。2020年合肥新能

源汽车产量仅 5.27万辆，2024年

超越上海，跃升至137.6万辆。合

肥“以投带引”通过国有资本招引

蔚来总部基地，吸引比亚迪、大众

等工厂入驻，培育300余家核心零

部件配套企业，形成完整产业链闭

环。

上海、重庆、柳州等城市是转

型突破型的代表，加快技术革新和

产品升级，展现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韧性。2024年三城新能源汽车产

量合计 301.58万辆，占全国总量

的23.4%。

以重庆为例，该市以“高端智

造”实现产业升级，产品持续向高

端化发展，2024年，“重庆造”20万

元以上新能源车型占比达48.3%，

同比提升 21.6个百分点，新能源

汽车销售均价约 23.6 万元。目

前，重庆已拥有19家整车企业和

1200家零部件企业，形成“材料-
零部件-整车-服务”全链条闭环。

常州、郑州、济南等城市是补

链崛起型的代表，强化细分领域突

破，锐意进取发展潜力巨大。

2024年三城新能源汽车产量合计

192.6万辆，占全国总量的14.9%。

以常州为例，通过“电池全链

领跑+整车招商”模式，实现由关键

零部件带动整车发展的创新路

径，集聚了宁德时代、蜂巢能源、中

创新航等头部企业，形成正极材

料、隔膜、电解液全链条布局，动力

电池销量接近全国 1/5。2024年

其新能源产业规模突破 8500亿

元，发挥电池优势，成功招引比亚

迪、理想汽车等整车企业落地。

发展新能源汽车需注意什么

赛迪智库认为，从目前各大

城市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情况看，

存在三大问题：

一是城市拼资源式招商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企业投资决策，企业

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并未被充分

考量。近年来，地方政府普遍采用

财税优惠+土地供给+配套保障

“组合拳”招引企业，部分城市甚至

以代建厂房、税收返还、用工补贴

等政策进行招商竞争，已对一部分

中西部城市的地方财政承受能力

形成考验，甚至出现一部分企业仅

为了获得更多政策优惠而进行产

能异地迁移，形成“候鸟项目”。

二是城市对自身资源禀赋研

究不足，同质化竞争凸显。一些城

市的产业布局缺乏对自身资源的

深度研判，简单复制“整车+电池”

的标准化模板，导致区域产业同质

化。如规划的一批电池产业园主

要集中于磷酸铁锂等成熟技术路

线，对高端前沿领域投入不足，同

质化布局导致结构性矛盾。中西

部城市扎堆引入整车组装项目，但

核心零部件本地化率低，需大量从

外地采购。

三是城市之间协同不足，产

业链低效布局。比如，自动驾驶路

测数据缺乏统一标准，城市间无法

跨城互通，企业需在不同城市重复

申请路测牌照，增加自动驾驶企业

测试成本，影响了自动驾驶系统

（ADAS）技术迭代效率。

针对这些问题，赫荣亮表示，

新能源汽车产业竞速，本质上是地

方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竞赛。各地

需以系统思维统筹产业布局，保持

战略定力深耕优势领域，要做好产

业定位和精准招商，积极开展区域

合作。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乔晓建议各地精准

定位产业发展路径。他说，地方政

府需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技

术创新能力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

产业发展规划，各地区需错位发

展，增进合作，避免重复建设和

资源浪费；在招商方面，应摒弃

单纯的政策补贴和资源拼抢式

招商，更加注重项目质量，从技

术领先性、市场成长性、产业链

带动性等维度加强对拟引入项

目的筛选和评估，推行“链式”招

商新模式，发挥“引进一个、带动

一串、辐射一片”的乘数效应。此

外，还要主动开展区域合作，实现

优势互补，加强与周边城市的产

业对接，打破行政壁垒，建立区

域间协同创新机制，创新利益

共享机制，推行“飞地”经济共

建汽车园区，从而推动跨区域

产业合作与交流，推动共建研发

平台、共享检测设施、联合开展

技术攻关等方式，提升区域整体

竞争力。

本报讯 5月17日，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脑机接口

临床与转化病房揭牌，这是我国

首个将脑机接口技术应用于临床

的病房。

据病房主任、北京天坛医院

神经外科学中心常务副主任曹勇

介绍，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病房

目前已承担“北脑一号”脑机接口

设备的临床试验。该病房由天坛

医院联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

所、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中

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多家科

研机构共建。病房根据患者需求

动态设置病床数量，病房所在病

区设有临床实验室、评估室、调控

室。未来，该病房将开展科研及临

床试验，为偏瘫等神经系统疾病患

者提供创新治疗。

在成立仪式现场，天坛医院

展示了多种先进的脑机接口设

备。其中，非侵入式脑电帽设备格外引

人注目，患者通过“意念”控制光标移动

或触发电刺激，进而控制外部设备；另

一侧的智能康复系统则能实时监测患

者脑电信号，为功能恢复训练提供精准

指导。据了解，病房将通过多种先进设

备和技术，打造一体化脑机接口

技术平台，实现对患者的评估、调

控、训练，改善和恢复患者的精细

化运动功能、生活质量。

据了解，不久前，天坛医院已

成立脑机接口咨询评估门诊。作

为病房的临床“前站”，该门诊通

过脑电测试、功能磁共振等评估

手段，对患者进行科学筛选和精

准评估，为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

提供依据。适合脑机接口治疗的

患者群体需具备良好的沟通能

力、专注力和依从性，并且能配合

交互训练，例如因卒中导致偏瘫

的中青年患者。通过门诊的评估

筛选出适合的患者，再转入病房

进行治疗研究，确保诊疗全过程

安全、有效。

“作为研究型病房，病房将组

织和推动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及

成果转化，牵头制定脑机接口相

关的伦理规范、准入标准和临床路径指

南等，最终惠及患者。”曹勇表示，未来，

病房将打造成为面向全国临床医生、工

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的培训平台，推

动脑机接口相关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填

补我国在该领域的多项空白。 王查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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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Y476/7次“长三角号”援疆银发旅游专列载着近300名旅客从浙江

宁波出发驶向新疆库车。该趟列车在18天的行程中将途经甘肃张掖及新疆乌鲁

木齐、库尔勒、库车、喀什、伊宁、吐鲁番等旅游目的地。据介绍，此次开行的

Y476/7次“长三角号”援疆银发旅游专列以“时光慢旅·优享自然”为主题，是2025
年铁路旅游援疆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

图为杭州客运段列车员在Y476/7次“长三角号”援疆银发旅游专列上为旅客

进行文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江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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