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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凡汽车日前公布旗下首款旗舰SUV飞凡

R7的首个整月销量数据。11月，飞凡R7共交付

1501台，跻身中大型纯电SUV第一梯队。

目前，飞凡汽车正在加速推进飞凡R7的新

车交付。为了感谢用户的支持，2022年12月31

日前支付定金且在2023年2月28日前完成交付

的用户，只要该订单满足2022年新能源国补申

领条件，飞凡汽车就将按照2022年新能源国补

标准向用户提供差额补贴。 余音

今年前10月，上海汽车

产量240.80万辆，同比增长

11.4%，增速高出全国行业

3.5个百分点。其中，特斯拉

（上海）产量为57.92万辆，上

汽集团沪上各基地产量合计

169.47万辆。

全市汽车制造业前10月

总产值6425.92亿元，同比增

长11.2%。其中，10月份总产

值848.44亿元，增长15.9%。

两项增速分别高于市规上工

业11.8、8.6个百分点。前10

月全市汽车制造业营收

7663.54亿元，增长15.1%；利

润总额460.04亿元，增速由

前9个月的-1.0%，转为正增

长3.4%。总产值、营业收入

和利润总额三项数值均位居

全市规上工业各业之首。“主

要行业中，汽车业生产形势

较好，对全市工业经济持续

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市

统计局如是评价汽车业的地

位和贡献。

在购置税“免征、减征”

两策搭配、同向发力之下，沪

上车市回暖和消费升级愈益

明显。10月份沪籍蓝牌上牌

量 同 比 ，燃 油 轿 车 增 长

48.8%，其中，中高级车增长

99.1%；SUV增长58.1%。新

能源车上免费绿牌持续增

加，10月份新能源轿车和

SUV分别上牌1.23万辆、1.78万辆，各

自增长87.9%、115.5%。

上海作为我国汽车出口重镇的地

位日益凸显，汽车出口呈现“量价齐

升”。海关数据显示，前10个月上海

口 岸 出 口 汽 车 112.2万 辆 ，增 长

46.8%，占全国出口量的43%；出口值

1501.8亿元，增长71.6%，占全国出口

值的48.6%。其中，载人电动汽车出

口量和出口值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

72%。

10月，全国二手车市交易量同比

下 降 7.2%，二 手 车 经 理 人 指 数

（49.6%）处于荣枯线以下，市场位于

不景气区间。然而沪上二手车市当

月交易车辆 4.91万辆，同比增长

24.9%。其中，上海市区号牌过户转

出沪外1.75万辆，增长39.7%；沪牌转

籍率升至36%，高出全国二手车市10

个百分点。上汽途观、明锐、荣威

RX5、POLO、朗逸、英朗和别克GL8等

7款车成为前10月沪上二手车市热

门畅销车。 张伯顺

广汽Honda为Z世代年轻人

打造的全新缤智近日正式上市，

共分为3个车型版本，市场指导价

为13.29万—15.29万元。这是全

球热销近500万辆的Honda全球

战略车型缤智的换代之作。

作为广汽 Honda旗下首款

SUV，缤智承载Honda先端技术，

引领同级SUV市场风向，已在国

内畅销100余万辆。全新缤智采

用了极具未来感的“通透设计美

学”，融合SUV大空间优势与动感

轿跑姿态，并因此荣膺德国“2022

红点设计大奖”与日本汽车殿堂

“2021-2022年度汽车设计大奖”两

项世界级设计大奖。

广汽本田全新缤智拥有视野

开阔的氛围感前舱，驾

驶员坐姿向上提升

10mm，后排腿部

空 间 加 长

35mm，还凭借

魔术座椅带来

百变乘坐空间

与纯平后舱。

新车还配备

了本田3.0智导互联系统和提前

预测风险并主动规避的Honda安

全超感系统。 江美

延续了13年之久的国家新能源

汽车财政补贴，再过二十多天，就将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个带有告

别意味的时间节点，新能源汽车市场

又一次按捺不住，躁动了起来。众多

新能源车企纷纷出台“保价”措施，拉

开了促销活动。

根据工信部等四部门2021年12

月的通知，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

将于2022年12月31日终止，在此之

后上牌的车辆国家将不再给予补贴

（现有补贴额度：插电混合动力车

4800元/台、纯电动车12600元/台）。

判定一辆新能源汽车是否在补贴时

限内，依据的是车辆上牌日期而非销

售日期，这是当前新能源车企费尽心

思吸引客户赶快下单的又一个原因。

赛力斯发布的消息显示，11月

20日前用户下定购买部分AITO汽

车，由厂家兜底，保证可以享受到国

家补贴。赛力斯的这一举动，直指围

绕补贴退出的产品促销。零跑汽车

针对旗下C11、T03、C01（后驱标准续

航版除外）三款车型发放了金额不等

的购车补贴券，补贴券的领取门槛很

低，但只能用于12月4日前缴纳定

金，且车辆必须在12月31日前完成

上牌。

11月23日，比亚迪宣布，将对王

朝、海洋及腾势相关新能源车型的官

方指导价进行调整，上调幅度2000

元—6000元不等，但明确规定“2023

年1月1日前付定金签约的客户不受

此次调价影响”。吉利旗下的极氪汽

车宣布，今年12月31日（含）之前下

定的WE版车型订单，如因极氪的原

因未在2022年内完成交付，极氪将

按照2022年新能源国补政策向用户

提供差额补贴。在北京地区，小鹏汽

车的政策是，今年12月31日前下定

购车的用户，如果无法在国家补贴时

限内上牌，小鹏汽车将赠送用户与国

家补贴价值相等的官方积分，积分可

以用来兑换官方提供的各类商品。

行业普遍认为，近两年新能源

汽车市场销量的水涨船高，主要源

自市场的内驱力，而非财政补贴的

引导。当前车市的关键问题是，新

能源车需求量大但车企无法及时交

付订单。在如此背景下，即便众多

车企围绕补贴退坡展开了各式各样

的促销活动，恐仍难以在短期内完成

订单交付。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因补

贴退坡带来的车企“冲量”，对2023

年第一季度销量的透支效应将进一

步弱于过往年份。 李永钧

今年以来，自动驾驶进入快

速发展时期，市场迅速扩大。据

预测，到2025年，我国L2/L3级自

动驾驶渗透率将超55%，对应智

能汽车销量近1300万辆，L4级无

人驾驶开始商业化落地。到

2030年，无人驾驶全球市场空间

有望达到2.44万亿美元。

政策密集出台
年初以来，我国多地出台了

自动驾驶方面的政策，应用实践

也呈现多种趋势。目前，已有北

京、深圳、广州、重庆、武汉、长沙

等多个城市允许自动驾驶汽车

在特定区域、特定时段上路进行

商业化试运营，商业化进程不断

提速，全国已有近30个城市累计

为80多家企业发放了超过1000

张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

照。7月，北京正式开放国内首

个无人化出行服务商业化试点，

开展常态化收费服务，并允许安

全员从主驾移到副驾。8月，重

庆、武汉两地发布自动驾驶全无

人商业化试点政策，允许车内无

安全员的自动驾驶车辆在社会

道路上开展商业化服务。

此外，对自动驾驶的规范也

明显加强。8月8日，交通运输部

发布《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

务指南（试行）》，为自动驾驶汽车

的合法、安全运营提供了保障。

11月2日，工信部、公安部发布

《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

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将产

品准入和上路通行两个环节串联

起来，以提升智能网联汽车的产

品性能和安全运行水平。

各方竞相“抢道”
经过多年发展，自动驾驶正成

为新赛道。比如上汽打造了“七大

技术底座”，包括覆盖纯电、混动、

燃料电池三条技术路线的三大整

车技术底座，以及涵盖动力电池、

动力总成、电驱系统和软件架构

的四大关键系统技术底座，加快

推动电动智能网联技术持续产业

化、产品化。

目前，有条件自动驾驶功能

车型正蓄势待发。以蔚来、小鹏、

理想等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产品

已在市场上实现规模量产，以百

度、华为等为代表的科技企业与

车企合作产品相继落地，以广汽

埃安、上汽智己等传统车企的新

品牌自动驾驶功能产品陆续交

付。另外，百度等科技公司则运

用其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助力车

企智能化发展，百度向比亚迪提

供“行泊一体”ANP智驾产品与

“人机共驾”地图，与威马汽车在

L3以及L4级别自动驾驶解决方

案领域达成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与长城在车辆智能网联、

自动驾驶、共享出行、大数据等

领域展开战略合作。

如何应对挑战
尽管当前自动驾驶发展迅

猛，但距离高级别的自动驾驶，

尤其是全无人自动驾驶技术落

地及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还有

很长一段路，面临法律法规不完

善、责任界定不清晰、供应链技术

不成熟等诸多方面的挑战。特别

是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日

益凸显，亟待提高和完善。

发展自动驾驶，是中国汽车

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的

重要突破口。加快自动驾驶全无

人商业化落地，务必从顶层设计、

协同发展、技术研发、测试评价、

社会普及、产业应用等方面，通过

联合攻关，加强行业共性平台建

设。同时，强化技术监管能力建

设，形成贯穿事中事后的动态监

管机制。此外，还要逐步完善车

路协同、5G云代驾等适应自动驾

驶的基础设施，为无人驾驶系统

补位。

在自动驾驶路线选择上，应当

坚持发挥中国优势，走一条单车智

能与车路协同融合互补、迭代提

升的自动驾驶之路。 雍君

自动驾驶市场进入“快车道” 汽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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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智能座舱的

逐步推广，软件定义汽

车这一观点得到越来

越多消费者的认可。

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

多的汽车品牌加入软

件付费行列。软件付

费到底合不合理，这属

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它的确开始引起了

部分消费者的反感。

前不久，一些品牌

因推行后轮转向功能、

座椅加热、方向盘加热

等付费订阅服务，引发

了舆论质疑。在以往

的消费概念里，这些都

属于功能性配置，属于

购车时一次性买断，假

如硬件已经预埋好，就

应该免费使用，付费购

买无异于割韭菜。

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车辆搭载的付费

软件只会越来越多。

一方面，特斯拉这个

“榜样”已构建了 FSD

付费、OTA付费升级、

高级车联网三大软件

付费模式，并卓有成效，预测到

2030年，其软件订阅服务收入有

望每年超过160亿美元。另一方

面，嗅觉敏锐的车企已悄然改变

底层商业逻辑，逐步由单纯的制

造商变成运营服务商，“硬件+软

件+服务”的新型销售模式正在

全面兴起。但是，付费软件的边

界似乎并未界定，哪些是标准配

置，哪些需要付费“解锁”，解释

权都在车企手里，用户仍是被动

接受者。

智能化越来越普及，车辆会

不会变成付费软件刺客？一旦

软件出现大面积瘫痪，品牌能相

应地赔付用户吗？未来的一切

仍不可知。 白城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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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被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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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引领风向 广本缤智全新换代上市

补贴倒计时：车企“保价”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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