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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电

动载人汽车出口值647.5亿元，同比飙涨

122.3%，占汽车出口值的43.9%，同比提

升5.1个百分点。一季度锂电池出口

1097.9亿元，增长 94.3%，太阳能电池出

口突破900亿元，增长23.6%。电动载人

汽车出口增速，超过汽车总体出口水平，

也领先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出口。

相较于以家具、家电和服装为主的

“老三样”传统外贸商品，崭露头角的电

动载人汽车、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正在

成为我国外贸新的增长点和新的优势产

业，被外贸领域称为“新三样”。

“新三样”去年拉动我国出口整体增

长1.7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出口值合计

2646.9亿元，同比增量超过1000亿元，增

长66.9%，拉高全国出口整体增速2个百

分点；出口值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同

比提升至4.7%，拉动作用持续放大。“新

三样”一季度出口全球200多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欧盟、美国、东盟、韩国和英

国前五大市场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88.7%、88.1%、103.5%、121.7% 和

118.2%。

人民日报日前撰文高度评价“新三

样”业绩：“新三样是我国出口商品持续

优化的生动缩影，增速领跑和比重提

升，折射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

新三样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上海国

际车展上彰显得淋漓尽致。“今日中国之动向，将

引领明天世界之方向。”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

在观展时深有感慨，发出肺腑之言。 张伯顺

当前，数字化正以迅雷之势

全方位渗入汽车产业链的上中

下游，当仁不让地成为汽车业炙

手可热的关键词。对于车企来

说，站在大变局的十字路口，谁

先转型成功，先抢占了数字化制

高点，谁就能打赢未来的市场之

战。

转型原因
汽车业之所以要实行数字

化转型，有因为有三大驱动力。

一是产业驱动。中国车市已

由增量市场转为存量市场，汽车

产业向新能源电动、自动驾驶等

高端智能、服务化转移的方向明

晰可见。

二是技术驱动。数字技术正

全面融入车企全生命周期运营

体系，深度重构汽车价值链及运

营模式。5G车联网技术给智能

网联、自动驾驶带来应用上的深

层次影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驱动汽车打通软硬件，获

得全栈解决方案；传感技术使

人、车、环境之间的智能协作互

动频繁，构建出多模态的人机交

互系统。

三是市场驱动。车企的销

售压力倍增，新客户获取越来

越难，倒逼车企转向精细化运

营。只有不断提高智能化程度，

持续践行数字化转型，才能保持

竞争力。

奋起发力
在数字经济的新背景下，车

企纷纷着手制定数字化战略，加

大投入。目前有三类企业在“数

字化赛道”上奋起发力。

一是传统汽车企业，包括一

汽、东风、长安、上汽等国企，当

然也包括吉利、长城、比亚迪等

民营车企。二是“蔚小理”等造车

新势力，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新

能源+智能驾驶的赛道上发力，

它们的数字化是“升级”而非“转

型”。三是科技和ICT公司，一种

是直接下场造车，如小米、360、

阿里、百度；另一种是宣称“要帮

助车企造好车”，口号最响的当

数华为，以及腾讯、中兴、东软等。

对中国汽车业而言，由数字

化带来的新一轮的洗牌和集中

度提升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已

不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题”，

是必须做、如何做好的问题。

电动智能
数字化出行的汽车产品是

随时联网、使用方便，而且具有

智能驾驶功能的电动汽车。对于

汽车数字经济，目前行业的共识

是：电动化是基础、网联化是条

件、智能化是关键。

中国电动车的动力系统是

电池、电机、电控，已与发达国家

站在同一起跑线，甚至在某些领

域还处领先地位。而从中国实体

经济的整体转型来看，电动智能

车的发展模式，很可能探索出一

条数字化经济的新路径。近几年

国家层面一再强调要促进数字

技术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

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而电动智能

汽车无疑是最佳的试炼场。

新能源智能车不仅是中国

互联网企业与实体企业深度合

作的开始，而且是整个中国实体

经济数字化角逐全球的序幕。

面临挑战
未来五年，汽车行业的变化

将远超过去的100年。汽车数字

化相关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自

动驾驶等的增长速度超出想象。

而车作为人们到达各种生活消

费场景的工具，围绕人、车、城市

生成的娱乐数据、车机数据、驾

驶行为数据、电商数据以及场景

化数据都是企业宝贵的资产，数

据变现，将成为车企营收的新渠

道。汽车后市场数字化升级后，

在上游能够使厂商建立有效的

生产、销售反馈路径；下游能使

门店将产品供应链管理、服务、

运营标准化；终端消费者将拥有

高效服务选择和体验。

车企从传统化向数字化转

型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受困于传

统的IT管理模式，面临多重挑

战。如何发挥企业数字化运营的

新型生产力效果，迅速崛起并形

成平台化的数字化运营能力，实

现用户体验的提升和销售增加，

这是汽车行业从业者，应该思考

和探索的问题。 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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