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智能网联 走进未来空间
———奉贤区、临港集团、上海交大战略合作在临港南桥科技城签约

上海市经济及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吴金
城、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上海交通大学校
长林忠钦、临港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袁国
华等出席签约仪式。 上汽、中智行、爱驰汽
车、天际汽车、钛马网络、图森未来、驭势科
技等 30余家行业相关领军企业参加签约
仪式。

连正华副区长、袁国华总裁、王伟明副
校长代表三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
议，三方将以奉贤“未来空间”为载体，努力
构筑智能网联和新能源产业集聚高地、示
范应用高地和领军人才高地， 打造跨界融
合的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体
系，努力将奉贤区发展成为上海“世界级汽
车产业中心” 重要一极与长三角一体化建
设的领军者。

中智行首席执行官王劲、 上汽通用五
菱副总经理兼技术中心总经理练朝春代表
与会企业嘉宾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表
达了对“未来空间”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良好期待和浓厚兴趣。

临港南桥科技城总经理杨凌宇与中智
行科技有限公司、纵目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钛马信息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六
感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智能城市交通协会
签署了合作协议。

奉贤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总经
理邹林昆与上海氢晨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博雷顿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
协议。

仪式现场举行了 “上海奉贤智能网联
汽车特殊场景道路测试区”启动仪式，该测
试区以地下停车库、园区道路、乡村道路及
特定场景环境为特色， 建成后将和目前已
投入运行的嘉定智能网联开放道路测试
区、 临港智能网联综合测试区实现三位一
体、错位互补的互动发展格局，为长三角乃
至全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核心技术研发
提供重要支持。

当天，临港南桥科技城“上海市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创新园区”、 上海交通大学“汽
车电子控制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信息
内容分析国家工程实验室” 相继揭牌，“未
来空间” 首批高端科研与产业服务功能设
施在临港南桥科技城同步启动。

仪式上，吴金城主任、袁国华总裁、

庄木弟书记、林忠钦校长先后发表致辞
和讲话。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借鉴美
国“斯坦福-硅谷”模式，充分发挥“区区合
作”叠加“校企合作”的优势。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迅速，中国唯有不
断提升创新能力才能跟上世界科技进步
的步伐。目前中国的产学研领域普遍存在
高校和科研院作为发明主体拥有大量的
科技成果， 但是难以进行市场转化的问
题。 要实现顺利的转化，就必须创造新的
模式。 上海交大与奉贤区、临港集团此前

分别都有过良好的合作，对科技成果转化
有良好的促进。此次，三方再次合作，通过
借鉴美国“斯坦福-硅谷”模式，充分发挥
“区区合作”叠加“校企合作”的优势，以
“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进行协同创新，形
成“交大-临港-奉贤”的创新模式，共同探
索打造跨界融合的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
车“未来空间”。助力南上海打造具有世界
竞争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
产业走廊，服务长三角，面向全国。

上海市经济及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吴金
城———“区区合作”叠加“校企合作”共同打
造智能网联未来空间， 标志着上海南部汽
车产业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下一步， 希望三方进一步合作， 实现
“三个聚焦”、“三个加强”。 “三个聚焦”：一
是聚焦前沿技术、建设特定场景、推进示范
应用，错位竞争，形成特色，提高集聚度和
显示度； 二是聚焦打造上海南部区域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创新高
地、人才高地、制造高地、成果孵化转化高
地、国际合作高地；三是聚焦推动长三角汽
车产业一体化发展，加强全产业链建立，共
同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三个加强”：

一是加强产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加快制定

适合临港产业园区及奉贤区的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和政策体系； 二是加强
产业创新生态建设， 进一步布局汽车核心
零部件、汽车后服务市场、汽车检验检测等
几个关键领域， 构建完备的智能网联新能
源汽车产业生态；三是加强特定场景应用，

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汽车园区、 地下停车库
特定场景，进一步实现园区内部、园区至交
通站点自主泊车的实际应用， 探索统筹推
进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

奉贤区委书记庄木弟———未来已来，空
间无限。智能网联，车联世界！让奉贤成为智能
网联汽车企业“追梦的热土、成长的舞台“！

奉贤是上海最新的汽车产业中心，它
的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奉贤的汽车产
业体现了“新的人、新的技术、新的模式”，

二是新片区有创新的政策、 创新的制度、

创新的环境和创新的未来，是特区中的特
区。 立足新的产业方向和发展机遇，奉贤
区将集全区之力推动 “东方美谷”、“未来
空间”两个产业中心建设，从土地资源、资
金资源、空间资源角度加以集聚，为在座
各方提供创新的空间、 创造未来的空间，

让奉贤成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追梦的热
土、成长的舞台”。

临港集团总裁袁国华———临港集团以
更优质的园区和更好的服务， 为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

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转型进程，积极
导入优质科技创新资源，从而实现先进产业
和优质企业的集聚发展，是临港集团不变的
使命和追求，也是我们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财
富，更是我们这次与奉贤区、上海交通大学
三方实现共同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未
来空间”战略合作的愿景和初心。 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正处在这样一个蓄势待
发的历史机遇期。 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
正式启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深入推进的宏
观背景下，在奉贤区倾力打造“未来空间”的
发展格局下，在奉贤、交大、临港三方战略合
作的有力推动下， 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将
变得更加宝贵、也更加可期。 临港集团将以
更优质的空间和更好的园区服务，为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空间，为上海建
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为奉贤区打造“未
来空间”做出应有的贡献。

仪式期间， 临港南桥科技城还进行了
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产品展示， 林忠钦校
长、吴金城主任、庄木弟书记、袁国华总裁
等多位领导与嘉宾饶有兴致地乘坐了中智
行测试汽车， 在园区道路上体验无人驾驶
的动态感受，并纷纷“点赞”。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 为我
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
机遇”。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作为新一轮科技
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产物， 当前正值重要
发展机遇期。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未来空
间” 借势上海自贸区新片区建设和长三角一
体化国家战略， 高位对接全球科技与产业发
展前沿领域，积极响应上海向 “世界级汽车
产业中心”进军号角，以多方优势资源的有效
整合，促进区域发展、科技发展、产业发展的
融合互动， 必将在南上海这片蓬勃热土上为
智能网联新能源产业插上跨跃腾飞的翅膀！

在上海进军“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全
新版图上，奉贤-临港所在的南上海区域是
继嘉定、金桥之后重要的“第三极”。担负着
在未来的汽车产业领域进一步振兴 “上海
制造”品牌雄风的使命。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经济中心，

上海的汽车产业曾经承载着“上海制造”的骄
傲和荣光。 改革开放前， 以这个城市同名的
“上海”牌轿车，曾经是唯一大规模量产的普
通型国产轿车。 在长达近 30年的生命周期
里，引领着全国人民对轿车的认识和期待。

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 中国第一辆中
外合资轿车“桑塔纳”于 1983年在上海嘉
定下线。

世纪之交， 伴随嘉定汽车城的逐步成
熟，上汽通用也在浦东开启了拓展的脚步，

别克、雪弗兰、凯迪拉克家族在浦东金桥开
辟了上海汽车产业的第二个中心。

到了 2006年，上汽自有品牌荣威正式

发布，并选址临港地区作为主要生产基地，

经过十余年发展之后那里将成为上海第三
个汽车产业中心的源点。

2018年，国际电动汽车领军企业特斯
拉落户临港-奉贤地区；2019年，上海自贸
区临港新片区规划正式公布， 奉贤区所在
的杭州湾北岸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新
一轮改革开放前沿。

2019年 9月， 奉贤区携手临港集团、

上海交通大学，高起点、高标准打造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未来空间”。 “未来空间”将
主要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为主
心，聚焦人工智能、车联网、通信、智能芯
片、传感器、大数据、云计算等关联领域，通
过高水平基础设施和多功能综合测试区、

高层次创新和产业化服务体系、 高能级智
能网联专业园区的建设、 高品质产城融合
区域及设施的建设和打造， 构建面向未来
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临港南桥科技城
“未来车”产业展望

根据合作协议，奉贤区、临港集团、上海
交通大学三方将通过基础设施、配套服务、产
业集聚、产城融合四个方面的努力，合作建设
面向未来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体系。

在基础设施方面：“未来空间” 将围绕
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与产业化
需求，建设高水平交通、通讯、电力等配套
基础设施。 结合城市、园区、乡村等多元应
用场景，打造集试验、测试、示范、体验等功
能于一体的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新能源应
用等专业基础设施。依托临港南桥科技城，

建设园区地面、超大型地下停车库、乡村道
路以及环境适应性等特定场景环境下的智
能网联和自动驾驶关键核心技术测试区和
示范体验区。

在配套服务方面： 围绕智能网联产业
发展需要，构建高层次创新和产业化服务体
系。 在导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多功能测
试区的基础上， 积极建设国家级工程实验
室、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等高端科研
设施，打造上海市级智能网联汽车创新研究
中心。 聚焦前瞻共性技术研发、产品技术测
试认证、标准规范研究制定、技术成果转化
孵化等领域，导入高等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研发机构、众创空间和专业加速器，促进
科技成果高效转化。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相关
信息安全测试认证等创新功能性平台，推进
氢能燃料电池堆、燃料电池板和智能座舱研
发中心建设，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创
新和发展提供多方位的服务支持。

在产业集聚方面： 依托临港南桥科技
城，建成智能网联专业园区，打造奉贤新城
（南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创新
承载区。 围绕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
同控制和执行、 高精度定位等智能网联核
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孵化、转化、产
业化；聚焦人工智能、车联网、通信、智能芯
片、传感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推动高
新技术企业集聚发展， 努力构建跨界融合
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集群。

在产城融合方面： 围绕特斯拉新能源
汽车项目落地，积极推进关键技术突破，加
快推进特斯拉新能源汽车供应链本地化，

建设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 依托临港奉
贤蓝湾国际社区， 打造新能源汽车文化走
廊、人才中心，推动汽车贸易、金融、旅游、

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打造具有独特文化气
息和全球美誉度的临港奉贤未来空间。

“未来空间”三方如何合作？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产物， 它代表着全球汽车
产业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我国汽车
产业实现“换道超车”的重要途径。

那么，什么是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网联
汽车和人们近来耳熟能详的人工智能、

5G、云计算、物联网等热门概念之间有什
么关联？智能网联汽车，是指通过车联网与
智能汽车的有机联合， 让汽车搭载更为先
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

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路、

网、云、图之间的智能信息连通、交换、处理
和共享，进而创造更为安全、舒适、节能、高
效的行驶感受， 并最终实现完全自动行驶
的新一代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和传统汽车的最大区别
在于， 传统汽车是基于汽车的机械功能的
基础上增加智能和网络服务功能， 而智能
网联汽车则是首先将汽车看作是一个连通
网络的智能终端， 再赋予其机械和行驶的
功能。 由传统汽车向智能网联汽车的革命
性升级，体现为从“配备电子功能的机械产
品”向“配备机械功能的电子产品”的迭代
转变。 人工智能（AI）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的重要体现和产物，是研究、开发
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
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

简而言之人工智能是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
让人造设备具备人类的学习、思考、判断、

处理能力， 进而为人类提供类人化服务的
思想与技术变革。

人工智能通常由基础、中间层、应用层
三部分构成。 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在内的智
能交通， 是人工智能应用层中目前研究和

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
而言， 智能网联可以看作是人工智能的组
成部分。 智能网联汽车与人工智能在产业
分布上有许多互通和叠加。如在芯片设计、

算法、视觉识别、环境感知等领域，智能网
联汽车应用需求， 推动着人工智能基础技
术和集成技术的显著发展。 5G是第五代移
动通信技术简称， 是最新一代蜂窝移动通
信技术， 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更少的延
迟、更强的稳定性、更节省的能耗、更低的
成本、 更大的系统容量和超大规模设备连
接容量是其区别于此前其它网络传输技术
的优势和特征。

5G， 是智能网联汽车赖以生存的基
础。 因为智能网联汽车具有移动终端的基
本特征， 并且具备大量的信息处理和传输
需求， 因此必须实现数据信息的超快速稳
定连接，而目前只有使用 5G，才能具备这
样条件。

物联网概念最早由比尔·盖茨先生提
出。 比尔·盖茨于 1995在《未来之路》一文
中提出， “万物相连的互联网 ”，英文简称
IOT，即物联网是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
展的网络， 其目标是将各种信息传感设备
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个巨大网络，

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人、机、物的互
联互通。 从物联网的定义来看， 汽车作为
“万物”的一个部分也必然属于物联网的组
成部分。同时，从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原理
来看，也是通过超快速网络将车、路、云、图
等要素实现实时互联互通， 与物联网具备
同样的特征。 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智能网联
通俗的理解为物联网的分支之一， 或者是
物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交叉融合的产物。

何谓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图为林忠钦校长、吴金城主任、庄木弟书记、袁国华总裁启动上海市奉贤区智
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场景）建设。

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新片区蓝图初展、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加快推进的历史机遇下，杭州湾北岸这片
产业热土上再度激起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融合聚变的时代浪潮。

2019年 9月 7日下午三时，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临港集团、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共同打造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未来空间”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在位于奉贤区的临港南桥科技城隆重举行。 三方
立足上海建设“世界级汽车产业中心”发展目标，借鉴美国“斯坦福-硅谷”科技与产业协同创新模式，

以搭建企业化运作平台———上海智能网联技术中心有限公司为抓手，充分发挥“政府、企业、高校”多
方资源叠加优势，聚力打造基础设施完善、创新要素集聚、产业附加值高、技术转化能力强、智慧生态
宜居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未来空间”。

上图为
中智行无人
驾驶汽车在
临港南桥科
技城测试。

右图为
园区智能网
联汽车测试
道路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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