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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最艰难抗疫的上海，正在面
对另一个巨大挑战：能否迅速走出经济
泥沼，恢复往日的耀眼繁华？

6月1日，上海全面复工复产第一
天，浦东新区集中签约66家企业近百个
项目，意向投资金额约150亿元，其中包
括阿里灵犀互娱、苏富比等知名文化产
业大“IP”。同一天，上海闵行通过“云签
约”大会，敲定49个项目，总投资额
206.5亿元。其中，外资项目7个，占总
投资额12.84%。

6月8日，上海虹口北外滩签约30

家优质企业，总投资额超百亿元，集聚了
金融、航运、商贸、科创等多个领域的外
资、央企和总部型企业。
尚未完全走出疫情困境的上海，为

何接连收获重磅“大单”？这背后金子般

的信心，源于对上海这座城市综合实力
与核心竞争力的充分认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2021年经济总量突破4万亿元，达到
4.32万亿元，排名全国首位。根据中国
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
告No.19》，上海已超越香港、深圳，位居综
合经济竞争力第一。刚刚出炉的《2021全
球城市500强》名单中，上海排名第九，同
样位居中国40个入选城市的首位。

但上海的发展，从来不只着眼于国
内，也不只着眼于自身，而是承担着特殊
的使命和责任。从“当好全国改革开放
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到“努力成为
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彰显
‘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更好向世界展
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对上海

的发展寄予厚望。
2017年末，上任不久的上海市委书

记李强首次出席上海市委全会，就提出了
一个问题：“10年、20年后，上海拿什么参
与竞争？”为回应这一命题，2018年6月，
十一届上海市委四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提
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意见》。
从那时开始，上海就清醒地认识到，

进入新发展阶段，做强功能，是上海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五年来，围绕强化全球资源配置、科

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
户这“四大功能”，上海不断增强对高层次
人才、全球性资金、前沿性科技的磁效应、
场效应，促进高端要素资源不断优化组
合、产生化学反应、孕育新生事物。今天
本报刊登的上汽智己汽车联席CEO刘涛
的专访，讲述的正是这样的大背景下，上
海培育新动能、抢占新赛道的奋斗故事。

五年来，面对世界百年未遇的大变
局，上海不断搭建资源配置的市场、编织
科技攻关的网络、畅通资金融通的渠道、
提供走向世界的跳板，努力服务全国发
展大局，更好赋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
断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制高点、掌握主导
权，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链控制力
形成、规则话语权提高、市场定价权增强
等方面取得了新进步。
上海还坚持软硬并重、同步提升。坚

定不移地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既持续增强
经济、科技、产业等硬实力，也注重提升文
化、环境、品牌等软实力，推动软实力、硬实
力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构筑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综合优势。
正是这一切，让上海在具备经济体量

全国第一“吨位”的同时，也具备了无可替代
的身位与地位。这也让我们充满信心：经历
凤凰涅槃，那个你熟悉和喜爱的上海，一定
会很快回来。

抢抓风口
时钟拨回到2017年。那一年，刘涛从

上汽乘用车产品规划总监的岗位切换到

上汽集团总部质量和经济运行部门工

作。虽然离开了直面“战火”的一线，但他

却有更多机会以全新的角度去聆听一线

市场的“炮声”。那一年，最震动汽车市场

的“一炮”就是，特斯拉要来了。

“当时，电动车还是一个小众市场，市

场占有率低于1%。业内都觉得是一个发

展方向，但没有人知道它未来会发展得多

快、多大。引进特斯拉，透露出的重要信

号是，上海要牢牢将新能源汽车的风口抓

在自己手里。”

数据能证明，特斯拉落“沪”的这一炮

打响了。特斯拉去年交付了93.6万辆汽

车，其中，上海超级工厂贡献了全球交付

量的51.7%；上海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

六分之一，销量占全市新车销售的43%，

居全国首位。“决策层的敏锐洞察力以及

海纳百川的城市气质，我们身处行业，感

受是很深的。”

2019年初，特斯拉在临港的超级工厂

奠基；刘涛也开启新征程，加入上汽集团

打造高端智能电动品牌的“一号工程”。

“当时智己汽车的可行性研究和项目论

证，我们汇报了9轮，每一轮集团高管都参

加，这在我职业生涯中是没有过的经历。

站在这样的风口，我们不能错过。”

2021年12月26日，200辆智己L7体

验版下线交付。从立项到首车下线交付，

智己汽车仅用了22个月，集成了行业领先

的众多深度智能化技术。上汽积累的一

系列创新成果和科技产业链的前瞻布局

对智己全面赋能。

以智己汽车为起点，刘涛开启了一段

新的人生路；对上汽而言，则是一段向着

高质量发展、向用户型高科技企业转型的

创新路。

开放生态
刘涛历经行业巨变，始终怀抱热忱。

“前20年做传统燃油车，行业一路高速增

长，我们享受了发展的红利；现在又赶上

了智能电动车的浪潮，非常幸运。更幸运

的是，上海为我们开辟新赛道创造了开放

有活力的生态。”

在刘涛看来，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

电路等产业的布局，是对智能汽车发展最

有力的“加持”。“智己的智能域控制器有4

个，相当于4台车载智能电脑，架构支持整

车固件和软件云端更新升级，对算力的要

求非常高；车载智能控制单元超过140个，

分别控制空调、座椅、车窗、屏幕等。像智

己L7这样的高阶智能电动车，用到的芯

片总数，从广义上来讲，超过6000多片，对

于半导体和芯片的需求量非常大。”

上海尤其是张江不少企业正大力发

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件、通信设备产

业优势，加大力度布局车规级芯片的生

产。新生力量和英伟达、英特尔等国际大

厂展开竞争，给新能源汽车行业注入了更

多鲜活的能量。“智己现在有1300名员工，

40%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

的人才，同时在进行五辆整车的研发，这

在以前传统的汽车公司里是不可想象

的。”在刘涛看来，产业沃土也培育了一大

批新兴行业的顶尖人才。

一个城市选择什么样的产业发展路

径，将决定其未来竞争位势。上海在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三大新兴产

业上表现突出，2021年三大产业制造业

产值增长18.3%。“这些产业都是大投入、

长赛道、高效益的，我们也从中受益，共同

发展。”

在临港，智己的生产基地与特斯拉超

级工厂毗邻而居。围绕上汽和特斯拉两

大整车龙头，临港飞速引进产业链配套企

业，短短两年内，已经聚集了宁德时代、李

斯特、均胜电子、地平线等100多家企业，

涵盖电池、芯片、新材料、自动驾驶系统等

领域。一条全球领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逐渐在上海明晰。

韧性成长
上海汽车产业在本轮疫情中遭遇的

打击不小。2个月的封控，使刘涛一度很

焦虑，但他从没有动摇过信心。“一旦解

封，市场复苏速度会很快。尤其是5月底

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对汽车产业直接

利好，消费者的信心会迅速重建。”

端午假期，智己体验中心迎来客流小

高峰，验证了他的判断。到店客流比预想

的翻了两三倍，4天时间超过100批用户

完成试驾。“车市开始回暖，临港工厂已经

开启双班生产，越来越多的新车会生产出

来，目前的订单情况也好于预期。”

在智己总部所在的汽车创新港，智己

的“邻居”，蔚来ET7也开始陆续交付了。

在C级豪华轿车这个细分市场，我们终于

看到中国品牌的身影。而在不远处，理想

上海研发总部、百度与吉利合资成立的集

度汽车也来创新港安家了。“这里已成为

未来汽车梦工厂，园区现在的办公位置很

紧俏。”

刘涛在上海工作生活了25年，时刻能

感受到上海的速度与韧性。“去年，上海

GDP站到4万亿的新台阶。作为新上海

人，我是很自豪的。当下是中国智能电动

车发展最好的时代，智能汽车将在未来上

海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我们不能辜

负这个时代带给中国汽车品牌的机遇。”

本报记者 叶薇

不负时代，在新赛道上加速奔跑
智己汽车联席CEO刘涛眼中的上海汽车五年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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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早晨7时，刘涛结束2个月的居家办公生活，赶往位于上海

嘉定区安亭镇的“汽车创新港”，他所负责的智能电动汽车品牌智己总

部在此安家。复工后，他和团队“满血复活”，迅速进入“交付倒计时”。

还有不到半个月，首批智己L7将真正接受市场考验。

回望过去5年，刘涛从传统燃油车切换到智能电动车赛道，见证了

新能源汽车在上海的飞速发展：产值从2017年的232亿元到2021年突

破1600亿元，销量从6万多辆增至25万辆；亲历一家家造车新势力、设

计机构、AI芯片企业落户上海，一辆辆自动驾驶汽车驶上街头。

2021年，上海汽车产业总产值占全市GDP的17.5%，是名副其实的

支柱产业。如果把自己置身于上海汽车5年的发展坐标中，他用了两个

字评价：幸运。

■ 2021年12月26日，智己L7体验版下线交付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本
版
编
辑/

王
文
佳

视
觉
设
计/

窦
云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