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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新动能 布局新赛道

新终端带动形成“上海方案”

■ 上海临港智能网联汽车综合测试示范区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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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15日，《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测

试与应用管理办法》将施行，智能网联汽车，

是发挥终端带动的重要承载。在上海西北，

拥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嘉定，正紧抓发展契机，

加速聚力汽车“新四化”（电动化、网联化、智

能化、共享化），驶上新终端的新赛道。

“一辆智能网联汽车，要用到数百个大大

小小的芯片。‘缺芯’对新终端来说，是‘卡脖

子’难题。”市人大代表、嘉定区委书记陆方舟

直言，要想拥有充沛的“源头活水”，就需要在

芯片设计、研发、生产、供给等方面做好布

局。为此，嘉定正在打造“两个园”——汽车

软件园与汽车芯片园，同时优化“三个千亿级

产业”中的智能传感器及物联网产业生态，完

善集成电路重要产线布局。

相应地，新终端对研发人才依存度也更

高。“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人才结构就发生了

很大变化。传统汽车产业可能需要机械电子

类工程师，现在更多地需要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IT人才。”陆方舟说，这些人才可能年纪更

轻、学历更高、专业水平也更强。怎样让他们

近悦远来，做好“引人”“暖人”“留人”，是嘉定

正在考虑的重要内容。集结引领企业，也是

陆方舟关注的重点。“最近我们盘了盘，嘉定

大约有十多家智能网联汽车引领企业，包括

集度、理想、零束、蔚来等。”他认为，形成良好

的产业盈利态势，方能在新赛道持续领跑。

“上海有不少优质终端产品，品牌溢价也

高，但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却存在断链点、

风险点。”市政协委员，上海国盛（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寿伟光说，我国虽然拥

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规模最大的生产

能力和完善的配套能力，但产业链、供应链有

些环节还存在明显短板，尤其是核心技术方

面，对进口产品依赖较为严重，如核心基础零

部件、高端芯片等，技术含金量高，存在“断

供”风险，关键环节上容易被“卡脖子”。“只有

确保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在任

何时候都不受制于人，高质量终端产品的生

存与发展才有保障。”

寿伟光委员认为，对产业链和供应链，上

海要按横向到边、竖向到底的完整思路，全面

梳理排摸，找出短板和长板，精准研判“链”上

存在或潜在的所有断点及风险点，有针性地

结合上海改革发展实际，分类制定可操作可

执行的发展实施方案。上海还要在增强创新

策源能力上狠下功夫，抢先在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这些先导产业领域，瞄准“卡

脖子”关键环节，力争早日实现突破，尽快补

上两链上的技术空白点。

瞄准“卡脖子”关键环节

“根据室内温湿变化、光线变化，自动调

节空调参数、自动开合窗帘;如有异常入侵，手

机自动报警……曾经的科幻场景正在成为现

实，全屋智能时代已经起步。”市人大代表、

诺基亚数字家庭事业部全球运营商业务负

责人陈杰军认为，在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的

产业发展方面，上海目前已有相对成熟的技

术，目前要做的更多是规范的统一和用户需

求的挖掘。

“要把市场做大，统一的标准是必需的。”

陈杰军认为，“终端带动”需要突破一些“关节

点”。目前，用户购买不同品牌的智能家居终

端设备，会遇到接口不兼容的问题，这涉及行

业规范和标准的制定，需要政府以及相关行

业协会引导和推动。“现在很多公司在做智能

家居，但业务量都不大，标准不统一是主要的

制约因素，如果能解决标准问题，不同厂家就

可以基于此开发丰富的、兼容的产品，整个行

业的活力就会被激发出来。”

在今年上海两会上，致公党上海市委提

出，要推动集成电路“上海方案”，加快材料国

产替代，优化集成电路终端产品，其中就包括

建立集成电路材料相关行业标准和评价体

系。要发挥集成电路材料表征测试平台和应

用研究平台优势，根据国内下游龙头芯片厂

商的实际使用需求，依托集成电路材料行业

现有的标准化产品，由平台通过大通量比对

测试和分析，研究并确定材料关键性能的控

制指标、分析测试指标、测试操作规范以及制

备工艺标准，构建完整的评价体系，形成集成

电路材料行业甚至国家标准，为国产材料替

代提供市场准入规范。

致公党上海市委还提出，要优化集成电

路材料产业链生态，加速材料国产替代。对

集成电路材料领域的优秀中小企业，在资质

认定、项目申报中提供好服务，鼓励社会资

本介入，推动企业间并购，简化企业科创版

上市流程，帮助企业做大做强，提升市场竞

争力。

今年，浦东代表团的陈峰代表提交了一

份关于加快上海智能网联汽车测试与应用立

法的议案。截至2021年，全市已在嘉定、临

港、奉贤、金桥4个测试区共开放测试道路近

400条，测试场景上万条，其中在临港开放了

一条快速测试道路，打破了只有低速测试道

路的局面，他建议依托浦东新区的立法权优

势，加快相关立法。

陈峰介绍，要明确开放快速路测试，加快

建设高度自动驾驶测试管理体制和工作机

制，进一步丰富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场景。

要推动无人低速功能车创新管理，加快建立

上路资质和公开道路行驶权限审批机制，允

许车辆在上海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范

围内行驶。

推动“标准化”做大市场

“要将元宇宙、智能物联网、全真互联网

等无界科技，引入新终端的创新发展。”市人

大代表、上海帝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康凯说，“落地应用难”是自动驾驶技术

发展到现阶段的主要问题。自动驾驶车辆如

何高效可信地测试评价？“为保证驾驶安全

性，至少要177亿公里的测试数据，相当于在

全中国的公路上跑3400多次，这在现实世界

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元宇

宙的多维度高仿真世界，可以同时让几百辆

车在各自天气环境下进行24小时不间断测

试。今天，谷歌无人车在现实中只完成了0.2

亿英里的道路测试，但在虚拟场景里已进行

了150亿英里仿真测试。”

康凯认为，如果能在元宇宙做好虚拟城

市数字建模，让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

戴设备、智能家居等不同类型的终端产品，在

数字世界通过不间断虚拟数据训练优势让场

景“活起来”，可以给上海城市规划、运行、安

保提供最直观的参考，对提高城市能级有一

定促进。

“大健康领域的数字体育具有全民普惠

性，这个领域内的终端带动在产业数字化转

型中值得关注。”康凯补充，通过虚拟场景设

计、智能感知终端带动，虚实结合，让更多人

乐于参与健康运动。“当然，智能终端的形态

形式很重要，毕竟谁也不愿意一直戴个头盔

生活。要借助智能感知、可佩可携式智能终

端、智能化动作捕捉、全息影像等技术手段由

软带硬，优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

系，最终建立人类社会与数字空间之间的新

型数字孪生城市治理模式。”

作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机器人

的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科技创新和高端

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市人大代表、上

海沃迪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童上高认为，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等新技术的不断进步，要将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技术进一步融合进机器人技术。“机器

人产业也经历了大浪淘沙的过程，逐渐趋向

理性，厂家做得越来越实，产品结合应用

场景聚焦细分市场，往更精、更专的方向

发展。”

童上高认为，在如今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大背景下，智能服务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不断

扩大，目前已有很多传统制造业企业利用机

器人成功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升级。这次，

他带来了关于大力推动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建议。“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的转

型，也是企业管理理念的转型。”他建议，一方

面要大力培养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要落实

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政策，让它们的数字化转

型有更多资金支持。

本报记者 范洁 江跃中 杨洁 屠瑜

优化“活起来”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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