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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汽车全

年出口达491万台，并一跃成为全

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其中，上汽集

团以120.8万台的出口成绩连续第

八年排名第一，是中国车企出海当

仁不让的领军者。

作为上汽全球化战略主要承载

者的MG品牌，已连续五年蝉联“中

国汽车单一品牌出口冠军”，在拥有

强劲竞争对手的欧洲、澳洲等16个

发达国家市场共计销售了近38万

台。旗下尤为耀眼的车型当数MG4

EV，去年的单车出口总量达到了

138736台，在英国市场，它首次力压

特斯拉成为该国BEV市场销量冠

军，并持续名列欧洲紧凑型电车销

量榜前列。这不仅意味着它已率先

成为中国人的全球车，更表明“中国

智造”在欧洲站稳了脚跟，中国车企

重塑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的时代已加

速到来。

智能电动钢炮
即便是新能源车时代，欧洲的

汽车消费者更加看重车辆的性能、

操控和安全属性，他们对性能的追

求也毫不妥协。这对于“性能就是本

能”的MG品牌来说，一切并非难事。

基于上汽新一代纯电平台——上汽

“星云”平台开发的MG4EV，不仅

延续MGB的钢炮基因，达成3.8秒

破百的同级唯一加速表现。

外观上，MG4EV突破了同级

低趴宽体设计极限，在车高仅

1507mm的基础上，车宽却达到了

1830mm，实现了0.82的高宽比。同

时，该车拥有490mm的超低质心高

度，再配合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

悬架的底盘结构，驾乘者时刻都有

“贴地飞行”的稳定感。

与此同时，MG4EV采用了50:

50的前后轴荷比，可使车辆在弯道

中保持动态平衡。在加速和减速的

时候，这样的设计能够有效减弱车

身因为前后重心转移所带来的俯

仰；而在过弯时，前后均衡的配重

比，又进一步放大了车辆的操控优

势。更为惊叹的是，MG4EV还搭载

了弯道神器SUPERXDS，它可根据

整车电量SOC和车速以及弯道趋

势进行介入判断，在全电门出弯过

程中提升效率，不会出现动力顿挫

的情况，超越所有用户的驾驶乐趣

需求。

卓越全球品质
除了性能和操控这两大“显性”

优势之外，MG4EV在安全方面更凸

显“全球车”的特性。MG4EV达到

欧洲五星级安全标准，构建全员全

域防护体系。其车身抗扭刚度达到传

统燃油D级车水平的31568Nm/deg，

白车身高强钢使用比例高达84%、

超高强度热成型钢达到28%，远超

众多传统同级车型水准。

不仅如此，畅销的MG4EV在

环保材料的使用方面也精益求精。

其严选品质环保材料呵护座舱，并

通过欧盟ECE&EMARK认证、符合

REACH法规，助力用户健康出行。

对性能不妥协、让操控做到名副

其实的钢炮级，更有极致安全和满分

环保全程呵护，“电动钢炮”MG4EV

用自己的硬核实力，证明了在新能源

车赛道上，中国智造也能所向披靡。

自上市以来，MG4EV已登陆全球六

大洲80余个国家，累计获得全球70+

权威奖项，并成为率先揽获“英法德

澳年度车型大满贯”的中国汽车，在

全球市场上展现出强大的生存力和

竞争力。

MG4EV凭借自身强大产品力

和优异的销量口碑，交出了“满分作

业本”，成功地为全球车型打了个

样。目前，遵循全球统一品质的

MG4EV回到国内市场，以新推出

的MG4EV出海冠军版为例，11.58

万元的市场售价，不仅标配了12.3

英寸高清液晶中控屏、360?全景影

像+透明底盘等配置，同时还搭载

了弯道神器XDS以及整套的斑马维

纳斯智能系统，体现出了对于国人

的满满诚意。 王京

国家统计局上月底发布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表明，私

人汽车已经占到民用汽车保有量的

八成八，私人轿车占比更高，达到九

成四。

公报称，2023年末，全国民用汽

车保有量33618万辆（包括三轮汽

车和低速货车706万辆），比上年末

增加1714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

量29427万辆，增加1553万辆。民

用轿车保有量18668万辆，增加928

万辆，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17541

万辆，增加856万辆。

公报显示，2023年，全国汽车产

业“较好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全年汽车制造业增加

值增速13.0%，较第二产业高出8.3

个百分点；汽车产量3011.3万辆，增

长9.3%，其中新能源汽车明显“成

长壮大”，产量 944.3万辆，增长

30.3%，占汽车产量的三成二。

全年汽车类商品零售额48614

亿元，增长5.9%；汽车占全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10.4%，为社消零售总

额增速贡献0.1个百分点。汽车（含

底盘）出口522万辆，增长57.4%；出

口额7165亿元，增长76.8%，出口额

增速较货物出口额增速高出76.2个

百分点。 张伯顺

李强总理日前在十四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从

中传递出的信号，对于2024年中国

汽车产业的发展，也将带来明确的指

导意义和深远影响。

●“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
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

代表，体现技术创新、品牌向上、高质

量发展。新能源企业，要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上做文章，巩固当前扩大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领先优势，紧

紧扭住新质生产力这个牛鼻子，打造

新增长引擎，发挥排头兵作用，责任

重大。

●“经济工作坚持稳中求进、以
进促稳”
我国汽车市场已经告别“高增长

时代”，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

场。预计2024年，汽车市场将进入

“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

型期。由“速度取胜”转向“质量取

胜”，总体保持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

的态势。

●“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鼓励
和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
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汽车

产业正被赋予重任，提振汽车消费已

成为行业的政策主线。开展汽车以旧

换新，有望撬动千万辆级增量。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

中国汽车要更上一层楼，必须依

靠科技创新驱动，依靠品质提升、品

牌提升、科技硬实力提升。与此同时，

需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

力，打通研发、营销、制造、服务、回

收、物流的全价值链，实现从资源到

商品，商品再到资源的产业闭环，助

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当前，数字化已成为汽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推进器，汽车全产业链正

在进行全面深入的数字化、智能化转

型，推动新一轮颠覆性变革，加快工

业互联网规模化应用。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
度融合，一批重大产业创新成果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对于汽车产业而言，服务业的利

润大大高于制造业。近年来国内一些

车企走向制造与服务融合的蓝海，由

制造向后端用户服务延伸，实现制造

业和服务业平稳增长。实践证明，推

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是增强

汽车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

业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

径。

●“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壮大的意见及配套举措”“激发各类
经营主体活力”
民营汽车企业在当前汽车“新

四化”中发挥了重大贡献与作用。从

融资支持、优化营商环境、舆论环

境、鼓励创新等多方面入手，将进一

步促进民营车企发展壮大，激发活

力，构建起健康良好的汽车市场经

济运行体系。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
互利共赢”“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近几年来，中国汽车出口实现超

速增长。与此同时，汽车出口的外部

环境压力增大。面临新情况，需依托

国际贸易规则有效抗争，深入实施汽

车海外可持续战略，加大与重点市场

国际产能合作，实现有效规避贸易战

的前瞻性海外布局，为汽车出口提质

稳量作贡献。

●“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促
进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加快
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打造绿色低碳
发展高地”
汽车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将助

推我国“双碳”目标的早日实现。当前，

深入推进能源革命，推动传统汽车业

绿色化转型，控制化石能源消费，加快

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汽车碳足迹管理体

系，将有利于中国汽车加速走出去，助

力汽车强国目标实现。

●“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
济布局，发挥比较优势”
我国车市从总体保有量水平

看，还有很大持续增长的空间。从增

长区域分布来看，将从东部向中西

部扩展和转移，从一二级城市向三四

级城市扩展和转移，从城市向乡村扩

展和转移，将是大趋势。因此加快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优化经济布

局，形成优势互补，对于汽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雍君

政府工作报告传递汽车业发展信号

问鼎欧洲销冠 上汽  4   加速新时代来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

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汽车全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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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八成八姓“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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