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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

“郑州牢牢把握汽车产业发展机
遇，先后落地日产、上海乘用车、比亚
迪等重大项目，形成整车和零部件发
展的良好布局，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汽
车制造聚集地之一。”昨日，在 2024
中国（郑州）新能源汽车生态伙伴大会
暨智能网联汽车大赛开幕式现场，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付炳锋开门见山地说。

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蓬勃发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主要
方向。伴随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与发
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也得到普遍应用
和发展，正在引领全球新一轮智能化
热潮。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
汽车行业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也将

带动整个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制造
转型。

“郑州是河南汽车产业发展的中
心城市，多年来，郑州市委、市政府一
直关心重视汽车产业发展，拥有良好
的制造业基础和创新研发活力。”付炳
锋表示，郑州还是“一带一路”沿线重
要城市，是国内物流和整车进出口的
集散地，区位优势显著，在技术创新和
产业化方面，区域内汽车电子、车用操
作系统和智能网联汽车感知、决策、控
制等领域关键技术不断取得突破，物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氢
能储能、氢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融入
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新兴产业生态的
聚集效应日益凸显，郑州正迎来发展
黄金期。

“电动化趋势确立，抓住消费者需
求、满足法规要求及以体验为导向的
成本控制将主导新能源汽车发展。电
动化、智能化技术是 ICE（传统内燃机）
向新能源过渡及电动化转型的关键。”
盖斯特咨询CEO富军在2024中国（郑
州）新能源汽车生态伙伴大会上就新
能源产业发展策略开宗明义。

富军针对不同企业类型作出不同
建议，对于传统车企，富军表示其应利
用原有优势，积极进行电动化转型，尤
其要专注插混技术路线；纯电动车企
要与燃油车彻底区分，推出全新品牌，
前期以高端品牌为主，推出新品牌向
主流市场渗透。

“从关键技术的角度来说，企业应
关注电动化的功能，主要考虑如何解
决现在电动车的痛点，比如在长续航
方面考虑电池的性能优化和提升，包

括快充性能与整车集成，实现大空间、
低能耗；智能网联的功能更多应以体
验为核心，比如说人机交互、在线更
新；从自动驾驶方面来讲，现在对于企
业来说应思考如何把L2+级自动驾驶
做到极致，在成本受控的情况下提升
它的体验；在服务方面注重消费者的
需求，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富军说。

如何吸引企业落户郑州、最大发
挥郑州资源优势？富军建议，产业发
展应以产业生态作为核心，主抓龙头
企业，关注其是否具有生态化的理念
和能力；招引规模化的关键部件，这
是把握整体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的
一个出发点；用母生态的理念规划汽
车产业发展，包括在做汽车产业规划
的时候要考虑如何能与城市建设、交
通、能源、信息、通信打通，发挥协同
作用。

“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FSCC）
中赛车直线加速、8字绕环比赛都非
常精彩，期待能够在赛时 10月 9日~
13 日见到大家。”9 月 23 日，在 2024
中国（郑州）新能源汽车生态伙伴大
会暨智能网联汽车大赛大会上，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战静静向大
家发出观赛邀请。

“这项赛事在全球50余个国家都
有开展，我们中国赛是亚洲地区最具
影响力的比赛，赛事将整车企业36个
月的开发流程凝聚成一年。今年还
将有5台混合动力赛车亮相郑州。”战
静静表示，中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
赛今年已是第15届，是汽车产业培养
汽车人才的重要平台。郑州智能网
联汽车综合研发测试中心封闭测试
区作为今年比赛地，届时会有来自全
国的 40余支车队以及来自德国的柏

林工业大学、俄罗斯的乌拉尔国立交
通大学的国际车队，带着由自己按照
规则，亲手设计、制造、测试的赛车来
郑州参加包括设计、商业、成本、直
线、耐久等在内的8项比赛，一展速度
与风采。

此外，战静静还介绍了本届智能
网联汽车大赛的另一场赛事——车
路云一体化无人驾驶挑战赛。

该比赛是在郑州测试场地实车
场景下，聚焦城市的实际交通场景问
题，围绕我们在智能网联车路协同过
程中的一些实际决策问题来进行的
一场挑战比赛。以“开源算法+实车
验证”的模式，综合考核参赛队伍的
算法二次开发和实车验证测试的能
力，是推动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
人才培养、产业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
的重要平台。

“增程式电动车是纯电动车加上
发电机，只有电的并联，而没有动力
的混合，不烧油、零排放，商机无限。”
9月 23日上午，围绕如何高质量发展
增程电动技术主题，中国工程院院士
杨裕生提出真知灼见。

“河南有着很好的应用增程式电
动车的基础，特别是商用车中的城市
公交车和拖拉机。”杨裕生分析说，紧
凑型乘用车、商用车、军用装备动力、
农用机械、运输船只及消耗大量油料
的运输装备这 5个领域，都可以通过
拓展增程式技术实现节能减排。

“建议企业不要只聚焦于做整
车，要创造中国增程器的世界名牌，
走上国际竞争大舞台。”杨裕生认为，
对于增程式车来说，整车固然重要，

但作为关键部件的增程器重要性也
毫不逊色。

“增程器包括发动机、发电机和
控制器三部分，将三者一体化，构件
简化，体积减小，重量减轻，效率提
高，成本降低，这是增程器的发展趋
势。”杨裕生指出，插电式的传统构件
迟早要被省掉进化成增程式，能减少
很多麻烦。增程式是先进的，融合优
秀技术，节能减排，应用前景无限。

“我们国家最终要建立年产百万
台增程器的工厂 20 座，生产不同功
率、用各种低碳燃料的增程器。”杨裕
生建议，地方政府应多多推出鼓励电
动汽车节能减排的政策，如按节能减
排的水平评定相应积分等，以此推动
增程式电动车产业快速发展。

增程式电动汽车应用前景无限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

“郑州是工业名城，发展基础良
好，近年来在积极布局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上取得了积极成效，相信郑州
汽车产业发展未来更加可期。”9月23
日，在谈到郑州汽车发展前景时，工信
部装备工业一司汽车发展处处长马春
生满怀信心地说。

马春生介绍，万物互联、人工智
能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蓬勃发展，早日实现“碳中和”成为
当今世界最为紧迫的使命。在信息
技术驱动下，汽车与材料、能源、交
通、信息通信等产业深度融合，汽车
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焕发全新
生机，成为本轮产业变革的重要载
体和集大成者。

他认为，与传统汽车相比，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大幅拓展，产业生态
正在加速重构，加快构建汽车产业
新型生态既是产业技术变革的内在
需求，也是产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
泉。因此要着力构建融合创新生
态，强化汽车作为能源流、数据流、
交通流汇聚节点，促进政策规划融
通、标准接口互通，形成各类市场主
体相互赋能协同创新的生动局面；
促进资源要素畅通流动，共同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同时还要着
力构建绿色低碳生态，锚定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协同推动能源供给、材
料生产制造等环节低碳化发展，健
全绿色循环生态体系。

郑州汽车产业发展未来更加可期
——访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汽车发展处处长马春生

“智能大数据、时间空间通信是
支撑当前智慧交通发展的重要基
础。要实现智慧交通，定位导航是智
能汽车不可缺少的基础设施。”9月23
日，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邮电
大 学 教 授 邓 中 亮 在 2024 中 国（郑
州）新能源汽车生态伙伴大会暨智
能网联汽车大赛开幕式现场接受
采访时说。

所谓智能汽车，就是在普通汽车
的基础上增加了先进的传感器、控制
器、执行器等装置，通过智能信息交
换，使车辆具备智能的环境感知能
力，能够自动分析车辆行驶的安全及
危险状态，并使车辆按照人的意愿到
达目的地，最终实现替代人来操作的

目的。北斗高精度定位是智能汽车
感知与高精地图采集的关键基础技
术，在邓中亮看来，可以将“5G+北斗”
作为抓手，推动通信与导航的深度融
合，实现能通信就能高精度定位，二
者的融合可以满足全覆盖、高精度需
求，相互赋能，彼此增强。

邓中亮针对通信导航融合在智
能汽车发展方面提出建议，他表示，
定位导航服务应走向位置服务商业
化，注重空间信息无缝感知支撑智慧
交通的发展，LBS位置服务计算应泛
在化，未来智慧城市发展的目标是仿
生通信定位导航，智慧导航要出台一
系列的政策法规。此外，通信导航技
术的发展也非常重要。

聚焦智能交通大模型 赋能智能汽车产业发展
——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邓中亮

记者 成燕 安欣欣 孙雪苹

集聚智慧力量 赋能汽车产业发展

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邀您共聚郑州
——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战静静

加快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访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付炳锋

以母生态理念规划汽车产业发展
——访盖斯特咨询CEO富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