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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湫莎

“如果没有海量的新能源汽车芯片测

试需求，我们不可能发展这么快。”上海

菲莱测试有限公司创始人薛银飞有感而

发。这家位于上海张江的半导体可靠性测

试解决方案提供商，因为抓住了车规芯片

市场爆发的机遇，正迎来成立五年来的

“第二增长曲线”。

在临港，一座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带

动的零部件配套企业达数百家，在长三角

形成了“4小时供应圈”，产业链本土化

率高达95%。

汽车领域也有一个“双十定律”：一

个汽车产业发达的国家，GDP的10%来

自汽车产业，10%的就业人口与汽车相

关，可见汽车的产业链之长。在对上下

游产业的拉动上，以电动化、智能化为

发展方向的新能源汽车比传统汽车的能

量更大。

去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37.9%，占全球市场份额60%以上。“爆

单”的新能源汽车既推动了电池、电机、

电控等核心零部件的技术创新，也带来

了对新材料、新工艺的需求，催生前沿

领域新赛道萌发，一批新企业、新产业

或由此孕育，或乘风而起。以新育新，围

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培育链主企

业，通过强链补链延链做强主导产业，一

辆新能源汽车背后是一篇产业升级与变革

的大文章。

汽车产业不仅产业链长，而且关联

度高、带动性强。以“链式”思维进一

步思考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传统产

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如接力棒环环相

扣、互相关联——如果没有传统汽车产业

的扎实基础，新能源汽车无法成为当下我

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支撑起出口“新三

样”；而以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为

代表的“未来车”不仅蕴含着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新机遇，还关乎未来科技

竞争的两张“底牌”——能源和下一代

信息技术，大批未来产业都将从一辆车

里“长”出来。

走稳今天
芯片“上车”牵引车芯联

动发展新模式

“新能源汽车‘新’在何处，何处就

会形成一个新的产业群。”同济大学汽车

学院教授、国家智能型新能源汽车协同创

新中心主任余卓平说，随着汽车“心脏”

被电池替代，电子设备在整车中的比重已

超过50%。

传统汽车向新能源车的转型升级，为

汽车芯片的发展孕育了巨大增量市场和创

新机会。根据上海提出的“车芯联动”产

业协同发展目标，2025年将形成较完善

的汽车芯片产业体系，更多本地供应链成

熟芯片产品将实现装车应用。

菲莱测试是芯片“上车”的直接受益

者。自两年前起，公司的销售额就开始逐

年倍增，这主要得益于汽车芯片测试需求

的激增。新能源汽车芯片数量是常规汽车

的8倍，几乎每一颗车规芯片都有检测需

求，这就催生出一个全新的、巨大的检测

市场。

新需求催生新产品。比如，自动驾驶

激光雷达芯片中的光收发芯片要求做到纳

秒级测试，这在传统汽车上是没有的，需

要从头研发。菲莱测试从软硬件、精密治

具、电器链路等方面做了大量分析，开发

出了纳秒晶圆测试系统，成为全球少数几

家掌握该技术的公司之一。

上海探索“车芯联动”有良好的产业

基础。目前上海已布局8家整车企业，

600多家国内外主要零部件企业，去年全

市新能源车产量达128万辆，同比增长

35%，约占全国的七分之一。同时，上海

拥有我国最完整、产业集中度最高、综合

技术能力最强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产业规

模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高速增长的基

础上，上海也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实现了全

面布局。比如，在汽车芯片领域拥有超

50家重点企业，涵盖设计、制造、封装

等全产业链环节，华大半导体、地平线、

欣旺达、加特兰等企业推出了158款较为

成熟的汽车芯片产品，普华软件、中创创

达、斑马智行等企业布局了车载操作系统

等汽车软件。

如果说过去汽车和集成电路行业之

间是买卖关系，那么现在双方有望发展

出上下游协同的新模式，共同构筑汽车

芯片的产业生态，而这与处于“链主”

地位的整车厂的实力壮大密不可分。余

卓平说，以前汽车摇窗机、雨刮器、安

全气囊、转向控制器里的电子零部件要

从国外进口，有些并不是国内企业无法

生产，而是安装什么品牌的零部件由整

车厂说了算。如今，随着国内一批造车

新势力的崛起，越来越多新能源汽车整

车品牌有了自主“选品”话语权，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有了“上桌吃饭”的机

会，供应链本土化率迅速提升。

铺路明天
低空经济跳动着一颗新

能源车“心脏”

今年2月，全球首条跨海跨城的电

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 航线完成

公开演示飞行，将原本3小时的车程缩短

至20分钟。本月，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

区管理局颁出全球首张无人驾驶载人航

空器生产许可证，低空经济已到了“起

飞”之时。

托举低空经济的关键技术和部件与新

能源汽车有许多交集，eVTOL的快速发

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随新能源汽车崛起

而发育成熟的电池、电机、电控体系化供

应链。其中，以电池为核心的动力系统是

整架eVTOL的重中之重。

去年在沪实现eVTOL成功首飞的御

风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陵透露，他

们的动力系统合作伙伴臻驱科技，原本就

是一家做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集成的公

司。该公司电驱动研发总监申仲旸说，新能

源汽车的成熟技术储备为eVTOL这个新赛

道打下了扎实基础，相当于给低空经济“建

好了两层楼”。

巨大的市场前景催生企业创新动力。相

比汽车，eVTOL对动力系统的要求更加严

苛——重量要求是汽车动力系统的1/3左

右，体积是汽车的1/5左右。臻驱科技在已

有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的成熟技术基础上进

行了多次迭代，在决定功率大小的核心部件

铜基板上实现了40多道关键参数和工序处

理，三层材料叠加在一起的整板厚度不超过

1毫米。

当前，液态锂电池能量密度已接近“天

花板”，兼顾高安全性与高能量密度的固态

电池被寄予厚望。据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

近5年我国固态电池全球专利申请量年均增

长20.8%，增速位列世界第一。截至去年5

月，我国固态电池关键技术专利申请量为

7640项，占全球总量的36.7%。全球排名前

十的新能源电池厂家，有4家来自中国，且

居于“头阵”。

余卓平表示，下一代电池技术是新能源

汽车竞争的制高点，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落

地对电动汽车续航、安全性方面的提升将是

颠覆性的。这条从基础研究起步的创新之路

往近看将带动新能源汽车的“二次起飞”，

而算力的背后是能源，往远看可能会影响算

力发展格局。

眼下，这颗“跳动的心脏”不仅倒逼一

批老牌车企倾情投入，也吸引一批造车新势

力和初创企业躬身入局，产业链舞动的涟漪

从源头的新材料、新工艺一路延伸至低空经

济、下一代互联网等领域。

播种后天
“行走的手机”会催生下

一个“苹果”吗？

智能化是新能源汽车一个重要发展方

向。越来越多人相信，未来汽车不仅仅是

一台交通工具，而是一部“行走的手机”，

即下一代智能终端。基于这一趋势判断，

一批产业资本、高端人才正在向新能源汽

车行业集聚，期待一系列技术变革催生下一

个“苹果”。

上海首屈一指的汽车产业链对智能网联

汽车上下游企业有着极强吸引力。扎根上海

15年的博泰车联网一路从整车一级供应商

发展到与众多汽车品牌深度绑定。公司开发

的智能座舱产品已获得十余款车型的量产项

目定点，综合型智能座舱全栈解决方案覆盖

近30个汽车品牌。

同样在上海成长壮大的禾赛科技，其激

光雷达在国内市场的搭载量已超37%，位居

业内第一。公司CEO李一帆说，上海强大

的产业链基础和人才、制造等资源要素支

撑，让公司的很多创新在两小时车程范围内

就形成了闭环。

沿着智能化之路向前眺望，新能源车企

近几年纷纷布局人形机器人赛道。比如，小

鹏发布了自研人形机器人PX5，小米发布了人

形仿生机器人CyberOne，比亚迪成了上海人

形机器人初创公司“智元机器人”的投资人。

目光长远的埃隆 · 马斯克将特斯拉定义

为最大的机器人——一种装有轮子的机器

人，在他看来，未来特斯拉的长期价值将大

部分体现在人形机器人“擎天柱”上。其背

后的逻辑是，新能源汽车与人形机器人两者

看似差别较大，其实技术是相通的。

上海交通大学机器人研究所副研究员闫

维新表示，在硬件层面，新能源汽车使用的

算力芯片、控制板、高性能电池、能源管理

系统以及多种传感器都可“平移”到人形机

器人身上；在软件层面，基于智能汽车发展

的目标识别、感知算法等也能在人形机器人

身上得以应用。

据中国电子学会预测，2030年我国人形

机器人市场规模将达8700亿元。在新能源汽

车上的领先“身位”，有助于让我国在下一场

产业竞争中保持优势。

欧美汽车保有量达每千人600-700辆，我

国刚刚越过每千人200辆的关口，市场增长空

间巨大。余卓平说，智能网联汽车将产生大

量数据，而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燃料。当新能

源汽车的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是否会催生一

批数据掘金企业？会不会从中产生新的行业

类型？一切皆有可能。

以
﹃
链
式
﹄
思
维
进
一
步
思
考
培
育
和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

从
一
辆
新
能
源
车
看
产
业
升
级
与
变
革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
依靠科技创新，一批传统整车企业顺势崛起，
一批造车新势力争相涌现，基本形成了完备且
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是
“全产业链型”产业，我们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它
的能量释放。

首先，它的“链主”牵引力很明显，而产业
链上任何一处点的突破，都会给产业带来颠覆
性影响。其次，这一轮技术创新的明显特征
是，核心技术突破是在本土完成的，不少造车

新势力都形成了独特竞争力。这使得新能源
汽车的本土供应链更强、产业链更长，带动的
相关企业更多。

新能源汽车发展呈现出的“链式创新”特
征，为我们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未来产业带
来许多启示。未来产业不能简单去看某一个
产业，要看哪一个生产要素占据主导地位。
比如数据作为生产要素释放出来的能量可见
一斑，还有算力，它很可能成为未来产业和产
业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竞争的重要元素。
而算力的背后是能源，信息和能源有比较明
显的交替特征，会不断以新的面貌呈现。

当然，未来产业不是凭空出现的，其发展
并非一蹴而就。它可能发端于某一颠覆性技
术的横空出世，但更多是从过去布局的产业里
“长”出来的。技术创新、产业迭代靠的是一步
步积累，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统筹推进传统
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过
去、现在、未来产业循序渐进的发展，某种意义
上也是一种“链式创新”。

推动“链式创新”归根到底要靠生态，以前是
产品、服务等的比拼，现在是体系和体系之间、生
态和生态之间的竞争。所以要从底层逻辑入手
把生态做好，为各种创新玩家创造各种可能性。

专家观点

采访专家：陈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链式创新的未来意义

▲智己L7首批200台Beta体验版交付现场。

 上海海通码头，大批中国新能源汽车正整装出发，远渡重洋“抢

攻”欧洲市场。 均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本报记者 沈湫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