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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束的2025全国两会上，
汽车产业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蓬勃发展
和智能化技术的不断进步，热门
话题多多，并提出了诸多富有前
瞻性和针对性的建议。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汽
车产业是体量最大、产业链最长、
调配资源最广的产业，新能源与
人工智能的融合，已成为产业变
革的风口，成为汽车产业的新质
生产力。2025政府工作报告呼吁
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充分显示出国家层面对这一产业
发展的关注和支持，未来可期。

以旧换新政策促消费——
2024年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超过
680万辆，2025年还将扩大汽车
报废更新支持范围，完善置换更
新补贴标准，安排超长期特别国
债3000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
新。这些政策旨在通过补贴和激
励措施，刺激更新换代，推动新能
源汽车市场的增长。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
年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优化和创
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这表明
政府将继续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
工具，为汽车产业提供有力的金
融支持，促进产业的稳定发展，激
发汽车产业的内动力。

低空经济具身汽车产业——
过去一年，小鹏、长安等诸多汽车厂商纷纷
发布探索飞行汽车产品以及规划。作为新
兴产业，2025年，低空经济飞行汽车仍是
汽车厂商谋划未来的新蓝海。科技的飞速
进步，未来的汽车将是“具身智能体”，人们
的出行体验将迎来全新迭代。

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扩大
5G规模化应用，加快汽车工业互联网创新
发展，优化全国算力资源布局，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数字汽车产业集群。加快完善
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
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促进汽车平台经
济规范健康发展。

让汽车更好“走出去”—— 2024年我
国汽车出口首次突破600万辆，海外市场
已经成为中国车市的重要支撑。继去年欧
盟高筑关税壁垒之后，今年美国加征汽车
关税给中国车企“出海”增加了难度，如何
深耕海外市场，将成为中国车企需要沉下
心来思考的课题。

加快国有车企改革——在汽车产业，
“国家队”充当着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但
在汽车“新四化”时代，汽车国企不可避免
地面临着新的发展挑战，如何应对产业变
革、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承担国企责任将
是汽车国企改革需要予以关注的重点。

全面提高人才质量——汽车产业对技
术工人需求量大，一流产业技术工人短缺
的问题一直在汽车产业广泛存在。在中国
汽车产业由大到强的过程中，急需紧缺人
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大力支持、大胆使用
青年科技人才。建设一流汽车产业技术工
人队伍，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不断科技创新——我国汽车产业正处
于“AI+汽车”的电智化转型关键期，汽车行
业需要不断科技创新。一方面需要加大研
发投入，推动电动化、自动驾驶、智能化等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积
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以适应
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2025年“双
碳”目标仍将稳步推进，汽车行业作为重
要的碳排放源，其减排进度对中国双碳
目标的实现具有显著影响。尽管中国在
2024年新能源汽车销售近1300万辆，达
到当年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0.9%，且连续
十年全球领先，但汽车行业的碳中和之路
仍需努力。 雍君

得益于报废更新和以旧换新政
策的“加力扩围”，车企技术升级和
产品焕新提速，较大地刺激现实和
潜在需求。春节过后市场活力明显
提升。2月我国汽车产销210.3万辆、
212.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9.6%、
34.4%；前2月汽车产量455.3万辆，
同比增长16.2%，汽车销量455.2万
辆，同比增长13.1%，2月产销增速
较1月分别扩大14.5、13.7个百分
点。乘用车表现良好，商用车有所回
暖，新能源车依然抢眼，汽车出口保
持增长，汽车产业亮点频频，汽车市
场稳步前行，为今年首季车市实现
“开门红”奠定了基础。

新能源车增势抢眼
新能源汽车，2月产销88.8万

辆、89.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1.5%、
87.1%。新能源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
总销量的41.9%。

前2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
190.3万辆、183.5万辆，同比均增长
52%。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
新车总销量的40.3%。销量品类细
分，纯电动112.3万辆增长51.7%、
插电混动71.3万辆增长52.6%。新
能源汽车国内销量155.4万辆，同比
增长51.6%。其中，新能源乘用车
147.5万辆增长51.4%。

汽车出口保持增长
海关总署：前2个月，汽车（含

底盘）出口97.1万辆，同比增长
16.8%；出口值1160.2亿元，增长
3.7%。同期汽车进口5.6万辆，同比
下降45.8%；进口值216亿元，下降
49.7%。
中汽协会：车企（集团）前2月

汽车出口（报交）91.1万辆。按动力
源分，燃油车62.9万辆下降1.5%、
新能源汽车28.2万辆增加54.5%。

重点车企（集团）出口：奇瑞
16.7万辆，比亚迪14.1万辆增加1.3
倍，上汽集团13.7万辆增加12.6%，
长安11万辆，吉利6.3万辆，特斯拉
3.3万辆。

乘用车市表现良好
乘用车2月销售181.5万辆，同

比增长36.2%。乘用车市“内卷”仍
有显现，2月份燃油小汽车和新能源
小汽车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5.0%、6.0%。
前2月乘用车销量394.8万辆，

增长14.4%，其中，中国品牌274.1
万辆，增长32.6%，市场份额提升至
69.4%，较上年同期增加9.5个百分
点。主要外系品牌市场份额，德系、
日系和美系均有减少，分别为
13.3%、9.0%、5.5%，韩系1.6%，法系
及其他1.1%。前2月，乘用车国内销
量318.2万辆，同比增长15.1%。其

中，传统燃油车170.8万辆，同比下
降4.7%，降幅明显放缓；新能源车
147.5万辆，同比增长51.4%。

大集团份额八成五
前2个月，十大车企（集团）整

车销量合计385.6万辆，同比增长
13.6%。其中：比亚迪62.3万辆增长
92.5%，一骑绝尘；上汽集团55.9万
辆增长23.5%，较上月增加15.6个
百分点，增速显著；吉利控股47.2万
辆增长45.2%，稳步追赶；奇瑞40.5
万辆增长16.4%，稳中有进；长安汽
车43.7万辆增长0.9%。长城汽车
15.9万辆下降9.3%，降幅较1月收
窄12.9个百分点；广汽集团19.7万
辆下降14.4%。
前十家车企（集团）前2月国内

整车销量合计309.8万辆，同比增
长12.8%，占全国汽车销售总量的
85.1%。 张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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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十年的持续成功奠定坚实
基础，宝马集团研发投入在2024年创历
史新高，达91亿欧元，同比增长17.1%，
约占营收的6.4%。宝马将发起前所未有
的强大产品攻势：到2027年，在全球市
场将推出40余款新车型。

近年来，宝马集团大规模投资主要
用于智能化、电动化等领域的前沿科技。
近日，宝马发布了全新智能电子电气架
构，三大突破性创新技术——BMW首创
全景iDrive、BMW首创驾控超级大脑、革
命性大圆柱电池，将智能驾驶乐趣提升

至全新高度。搭载驾控超级大脑的BMW
新世代驾趣概念车将于4月在上海车展
首发亮相。
新世代车型将采用全新eDrive电驱

技术，续航长30%，充电快30%。目前，全
新智能电子电气架构和三大突破性创新
技术已经上车新世代。首批新世代国产
测试车已在沈阳下线。2026年，新世代
车型将在中国开始量产。 张云

随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
展步入深水区，在逐步掌握了传
统的汽车技术之后，汽车企业的
技术比拼进入以智能化为核心的
下半场，那些既懂智能网联、软件
算法又懂自动驾驶、汽车结构的
高层次AI人才成为车企眼里的
“香饽饽”。大规模招聘AI人才，正
成为当前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人才战略的重要内容。近期，包括
小米、岚图、理想、小鹏等在内的
多家车企都发布相关招聘计划。
其中，岚图预计新增500人的新人

才队伍，主要覆盖智能驾驶、智能
座舱、AI数字化等关键领域。随着
DeepSeek-R1等人工智能大模型
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以及产业转
型升级提速、跨界融合成为常态，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对AI人才的需
求也呈现出旺盛态势。
汽车行业目前的人才总量和

人才结构仍构建于传统汽车制造
业基础上。截至2023年末中国汽
车整车制造行业从业人员约550
万人，行业AI人才含量低。据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统计，目前从事智

能汽车相关研发的AI人才仅占据
全行业研发人才的7.3％，表明汽
车行业在应对数字化转型和智能
化发展上面临严重的人才短缺问
题，已成为影响智能汽车产业长
足发展的核心挑战。
除了车企，产业链上游企业

也在行动。比亚迪旗下弗迪科技
正在招聘面向电池行业的AI工程
师，华为也在招徕智能驾驶AI软
件开发工程师。而通过猎头匿名
吸纳AI人才的汽车行业链上下游
企业更是不胜枚举。事实上，不仅

汽车行业在大力招聘AI人才，包
括互联网大厂在内的高科技企业
也都在积极扩建AI人才团队。
汽车行业与其他行业抢夺供

给相对不足的AI人才，预计较大
的人才缺口势必将推高AI人才的
整体薪酬水平。不过，需要注意的
是，汽车行业在用高薪大力招聘
AI人才的同时，务必加强自身AI
人才团队的培养。在人才培育上，
车企们应稳住心、慢前行，打好人
才“主动战”，抢占发展AI技术能
力的“智高点”。 李永钧

在新能源汽车席卷全球的浪
潮中，燃油车似乎被贴上了“传
统”甚至“落后”的标签。然而，上汽
大众近日全新推出的途昂Pro，凭
借一场技术革命，不仅证明了燃油
车的生命力，更以智能化、环保性
和用户体验的全面突破，重新定义
了燃油车的价值。

作为一款全境大七座智能
SUV，途昂Pro的登场，既是对燃油
车情怀的致敬，更是对技术极限的
挑战。途昂Pro的核心竞争力，源于
其搭载的第五代EA888发动机。通
过VTG可变截面涡轮增压系统、
500bar超高压燃油系统、全工况米
勒循环等五大核心技术，它实现了
性能与环保的完美平衡。

该发动机最大功率272马力、

在1700转时即可爆发400Nm峰值
扭矩，百公里加速仅需7.6秒，动力
输出媲美六缸发动机；而燃烧效率
提升10%，颗粒物排放降低75%，
满足严苛的欧7排放标准，性能指
标甚至可与混动车型一较高下。

面对新势力品牌在智能化领
域的“围剿”，途昂Pro以“全境智
能”正面迎战。其搭载的L2+级智

驾系统由大疆车载团队深度参与
研发，专为中国复杂路况量身定
制。系统支持0—200km/h全速域
自适应巡航，可识别40cm3以上的
静态障碍物并主动避让；车道保持
Pro版能应对75米曲率半径的弯
道，覆盖99%的道路场景；智能泊
车管家则支持手机遥控泊车和50
米轨迹记忆泊车，狭窄车位也能轻

松应对。座舱内的6屏联动设计，
将科技感与实用性融为一体。双AI
引擎支持连续对话、方言识别和声
音克隆，语音响应速度仅0.8秒。
在电动化浪潮中，途昂Pro的

诞生证明了燃油车仍具独特优势。
其一箱油续航超800公里，无续航
焦虑，尤其适合长途自驾与偏远地
区。第五代EA888发动机的高效燃
烧与模块化设计，更可直接适配
PHEV或增程式系统，为未来混动
车型提供技术储备，展现了“油电
共生”的前瞻视野。
途昂Pro的上市，满足的不仅

仅是消费者的燃油车情怀，更是对
燃油车价值的正名。其以硬核技
术与精准定位，展现了燃油车不
可替代的独特魅力。 张云

技术比拼下半场，车企开抢高层次AI人才

途昂Pro登场，满足的不仅是燃油车情怀

宝马新世代车型明年在中国量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