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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颠覆手机、家居电视、可穿戴
设备后，互联网公司正加紧“入侵”汽车
制造业。2 月 3 日，易到用车在北京宣
布，联合奇瑞汽车和博泰集团共同出资
成立全新公司，将于 2016 年推出全球首
款互联网共享电动汽车——“易奇”。

互联网公司以“野蛮人”方式杀入汽
车领域，并非始于易到。此前，乐视已正式
宣布成立乐视超级汽车（中国）公司，并向
外界发布了智能汽车 UI 系统——LeUI
Auto版，这也是乐视发布的首个与造车计
划相关的产品。“乐视将打造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电动化、智能化和互联网化的超
级汽车。”乐视控股车联网 CEO何毅还表
示，“在乐视内部投票表决是否造车时，高
层反对票居多，董事长就说了一句话，即使
乐视造汽车会万劫不复，如果能点燃更多
人的梦想，我也义无反顾。”

据了解，目前腾讯、阿里巴巴、百度
等中国互联网巨头全部都在进行车联网
项目的研发。其中，百度已发布了自己
的智能汽车操作系统，小米也数度传出
造车计划，据悉，小米副总裁黎万强已在
硅谷闭关钻研汽车业务。

互联网公司为何纷纷进军汽车业？
“作为数量仅次于智能手机的物件，汽车
具备互联网内容入口优势，不仅能通信，
与网络交换数据、娱乐，各种手机 APP
还能移植到汽车端使用，享受便利的导
航、位置服务、语音交互技术等。”博泰集
团创始人应宜伦分析认为，随着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消费习惯的改变，环保意识
的不断增强，消费者对于汽车的要求将

不再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希望获取
整套出行解决方案。未来的汽车必将代
替手机，成为互联网公司争夺的最大移
动智能终端。

在前不久电动汽车百人会召开的
首届论坛上，科技部部长万钢明确指
出，“汽车智能化、网络化和电动化将
会成为汽车未来发展的大趋势，而电
动汽车将是实现汽车智能化、网络化
的最佳载体。”

数据显示，尽管 2014 年我国汽车销
售达到 2349 万辆，汽车保有量超过 1.54
亿辆，但千人汽车保有量仅有 100 辆左
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一半。“这意味着
我国汽车消费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叶盛基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天大家
已在用互联网思维重新定义汽车，如果汽
车从传统的机械产品转变为智能终端，不
仅终端的智能市场应用潜力巨大，而且汽
车在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营销服务过程
中也孕育着很多新的商机。

尽管机遇众多，但互联网公司要想
造好车、颠覆传统汽车行业，难度也不
小。“去年就扬言要造超级汽车的乐视，
现在还只是做出个基于安卓系统的 UI，
基本上和小米的 MIUI 一个概念。”资深
IT 评论员魏鹏飞说，“声称在硅谷有 260
名研发人员，难道就做了个用户界面？照
这样的进度，乐视 5年也造不出汽车。”

“这只是一个概念和炒作而已。”比
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坚持认为，汽车属于
传统制造行业，互联网并不具备颠覆它

的条件，“互联网连自己的硬件设备都改
变不了，怎么改变汽车的设备？至于互
联网怎么把车造出来，那都是玩笑。”

“一款车型从开发到量产，周期至少
需要 3 年至 5 年的时间，投入少则上亿
元，多则数十亿元甚至百亿元，没有实
力，仅有情怀显然是不够的。”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新光表示，从目前
来看，乐视此次发布了车联网系统，虽然
是进入了汽车领域，但需要搭载在其他
品牌汽车上，而该项目能否复制超级电
视模式、实现整车制造，仍是未知数。

“说颠覆，有点夸张，我更愿意强调
协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理事长付于武
表示，当前汽车产品正在向电动化、智能
化和轻量化转变，互联网企业对消费者
需求把握更及时和准确，但传统汽车企
业有较强的技术支撑体系，各自应发挥
彼此优势，享受协同创新的红利。

目前，全球汽车企业也在主动拥抱

互联网。前不久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2015 消费电子展（CES）上，史无前例地
迎来了大众、奔驰、宝马、现代、福特等 11
家汽车制造商，以至于有人笑称 CES 展
已变成国际汽车展了。“和智能手机相
比，智能汽车是一款高安全性能的产品，
很复杂，仅靠自己的力量，仅靠互联网公
司根本做不了，必须和车企携手。”应宜
伦坦言，目前“易奇”采用了“三方合作”
的模式：奇瑞将主要负责电动车的制造、
易到用车则提供租赁平台、博泰负责电
动车的智能化部分。更重要的是，还有
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我们把研发团
队不锁定在这家合资公司，但把 3 家公
司拥有的研发能力放在其中，有需要时
就能立马可用，这也就让公司对资金方
面的需求较小，经营起来也更加灵活，真
正做到轻资产、高效率。”

这群风口上的“野蛮人”能成功吗？
市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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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颠覆手机、电视、可穿戴设备后，互联网公司正投向汽车制造业——

互 联 网 公 司 造 车 靠 谱 吗 ？
本报记者 杨忠阳

近日，国家卫计委为把金箔作为
“食品添加剂”加入白酒中征求各方
意见，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不少
争议。相关专家2月4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金箔作为添加剂加入食
品当中，不会吸收代谢，因此对健康
不会造成影响，既无危害也无益处。
国际上，金箔作为着色剂类食品添加
剂使用更多的是考虑感官需求。同
时，“金箔入酒”在国内外都不是新鲜
事物，相关规定即便最终获得批准，
金箔酒也只会是小众产品,不会对整
个白酒行业造成影响。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
顾问、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上
很早以前就开始将金箔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国际食品添
加剂专家委员会评估认为，金箔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是安
全的，而且没有对其使用量作出限制。金作为一种金属元
素，人食用后既不会被吸收，也不会沉积，因此，不会带来安
全问题，但也没有助益。金箔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主要是
用作色素或者着色剂来“打扮”食品的。

对于古代“吞金自杀”的说法，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风险交流部副主任钟凯表示，黄金虽然挂着重金
属的名头，但它是自然界最“懒惰”的金属之一，几乎不和
任何物质发生反应。某些“专家”说金箔酒重金属超标，
另一些人说它强身健体，这都没有科学依据。“吞金自杀”
主要缘于机械摩擦和挤压、重力下坠导致的严重消化道
损伤。“按照拟批准的添加量，1 斤酒内仅含有 0.01 克金
子，实在不足以造成‘吞金自杀’的后果。”钟凯说。

金箔如果入酒会否对行业产生影响？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勇认为，
国内外金箔酒产品早已有之，但始终都不是市场主流，
也没有企业将之当作主导产品来推。目前，国内白酒生
产工艺分为固态法、液态法和固液态结合法 3 类，根据
白酒行业产品标准，采用纯粮固态法工艺生产的白酒产
品不允许添加非白酒自身发酵物质，也就不能使用包括
金箔在内的食品添加剂。2014 年，我国白酒产量在
1200万吨，据此估算，金箔酒占市场的比例不足万分之
一。同时，即使金箔入酒，每斤酒的成本也只增加２元
至３元，售价影响也非常有限。

对于金箔入酒的前景，酒业人士大多持谨慎态度。
相关专家告诉记者，目前国内金箔酒市场很小，放在大
的行业来看可以忽略不计，无论怎样炒作，里面加的都
是黄金，喜欢、认可的只是小众。大多数企业都不太看
好，目前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属于冷门产品业务。究竟
有无前景，还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目前原则上不认
为这是一个优质项目。

金箔酒不会占主流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本报北京 2 月 4 日讯 记者林火灿

报道：在今天举行的中国碳排放交易高
层论坛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气候司国
内政策和履约处处长蒋兆理表示，我国
将在 2016 年启动全国碳市场。全国碳交
易市场的首批行业企业将由电力、冶
金、有色、建材、化工等 5 个传统制造
业和航空服务业，年排放量大于 2.6 万
吨的企业构成，碳市场排放量可能涉及
30 亿吨至 40 亿吨。如果仅考虑现货，
交易额预计可达 12 亿元至 80 亿元；如

果进一步考虑期货，交易额将大幅增
加，活跃性也将大幅提升，交易金额将
达 600亿元至 4000亿元。

自 2013 年 6 月以来，我国相继在深
圳、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湖北、重
庆等地建立了7个碳交易市场，这一系列
交易试点拉开了我国碳交易从无到有的序
幕。国家发展改革委气候司副司长孙翠华
此前表示，7省市的碳交易试点都明确了
交易范围，设定了控制碳排放的目标，建
立了碳排放的核查体系，也建立了注册登

记系统和交易平台，并开展了相关能力建
设，试点进展顺利，成绩显著。

随着碳交易试点的顺利推进，加快
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也被提上了议
事日程。2014 年 9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印 发 《 国 家 应 对 气 候 变 化 规 划

（2014-2020 年）》，明确提出将继续深
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加快建立全国碳
排放交易市场。

蒋兆理在发言中透露，全国碳市场建
设大致可以分为 3 个阶段。其中，2014

年至 2016 年为前期准备阶段。这一阶段
是全国碳市场建设的关键时期，必须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检验标准，
使所有工作均按照施工图推进。2016 年
至 2019 年是全国碳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
阶段，这一阶段将全面启动涉及所有碳
市场要素的工作，检验碳市场这个“机
器”的运转情况，但不会让“机器”达到最
大运行速度。2019 年以后，我国将启动
碳市场的“高速运转模式”，使碳市场承担
温室气体减排的最核心的作用。

全 国 碳 交 易 市 场 明 年 启 动
初步纳入 6个行业年排放量大于 2.6万吨的企业

目前，国内金箔酒市

场很小，放到大的行业背

景下看可以忽略不计，无

论怎样炒作，里面加的都

是黄金，喜欢、认可的只

是小众，目前也没有成功

的先例，属于冷门产品

本报北京 2 月 4 日讯 记者顾阳从海关总署获悉：
2014 年我国共出口铁路设备 267.7 亿元人民币，比上年
增长 22.6%。

从主要市场看，东盟、阿根廷、澳大利亚和美国位居我
国铁路设备出口的前 4 位，出口额分别为 38.4 亿元、34.5
亿元、33.5亿元和31.7亿元，其中对东盟出口额增长了1.2
倍。上述4大市场出口合计，占同期我国铁路设备出口总
值的 51.6%。从主要出口品种看，铁道及电车道机车、车
辆占比近六成。据统计，2014 年我国出口铁道及电车道
机车、车辆为 154.5 亿元，增长 13.3%。其中，出口铁道及
电车道机动客、货、敞车77.7亿元，增长47%。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铁路设备出口中以加工贸易方
式出口仍占比过半，但一般贸易方式出口大幅增长。据
统计，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铁路设备 146.2 亿元，增长
12.9%，占 54.6%；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 111.3 亿元，增长
35.8%，占 41.6%。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张广志表示，2014 年我国铁路
设备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国铁路技
术发展迅速。我国具有良好的铁路装备制造业基础，通
过不断自主创新，建立起了世界一流的高铁技术体系；二
是国内企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中国企业近年来加快

“走出去”步伐，铁路企业加大海外项目拓展的同时，直接
带动了铁路设备的出口。

去年我铁路设备出口同比增两成
总额达 267.7亿元

本版编辑 于 泳

日前发布的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
数报告显示，2014 年四季度，中经装备
制造业景气指数为 94.8，与上季度基本
持 平 ； 中 经 装 备 制 造 业 预 警 指 数 为
66.7，与上季度持平，继续在“浅蓝灯
区”运行。

“机械工业 2014 年的运行态势与国
民经济全局相似，可以用‘稳中有进’来概
括。”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蔡惟
慈表示，机械工业增幅仍在“中高速”区间
之内，为去年 GDP 实现 7.4%的增长作出
了贡献。

蔡惟慈认为，2014 年，机械工业在
已实现“稳增长”的同时，转型升级也

有所进步。主要表现在，行业结构和发
展模式有积极变化、高端装备自主创新
有新成果、自主创新开始向核心技术和
关键零部件等纵深领域推进、地区结构
向预期方向调整、主营收入利润率止跌
回升，等等。

今年，机械工业运行态势仍不容乐
观。从统计数据来看，2014 年 8 月以后
当月主要经济指标的同比增幅均已降至
10%以下。今年上半年的同比增速要承
受 去 年 下 半 年 以 来 的 下 行 惯 性 压 力 。
2014 年四季度装备制造业企业景气调查
结果显示，也反映出这个问题。

“整体来看，机械工业发展的底部已
经临近，下行不会失控。”蔡惟慈明确表
示，宏观经济下行空间有限，并且近期国
家正在出台一系列刺激措施。一方面，国
家多次出招化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另

一方面，加快了重点建设项目的审批速
度，仅去年四季度国家发改委就累计批复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9 批、35 个，总投资逾
1.4万亿元。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也
认为，我国机械工业处于重大历史机遇
期。今年将启动一批新的重大项目，实施
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政策，加快推进京津
冀、“一带一路”以及长江经济带建设，推
动中国装备“走出去”。“目前，我国正在全
球 50 个国家建立 118 个经贸合作区，其
中有 77 个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 23 个
国家，将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和产
业集聚的平台。”王瑞祥说。

有业内专家表示，机械工业近两年
出现颓势是因为需求不旺、产能过剩，
但这仅仅是表象，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
经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行

业发展模式并未能随之改变。王瑞祥认
为，新常态下，我国机械工业运行进入
中高速增长期，市场需求结构出现新变
化，投资类需求比重下降，消费类需求
比重上升，主要分行业同步增长态势正
在分化，新兴产业、绿色环保等产业发
展步伐加快。同时，行业科技发明和科
技进步奖成果逐年增加，创新已成为机
械工业发展新引擎。

王瑞祥说，“机械工业今年的主要预
测目标是，主营业务收入增速 8%左右，利
润增速 10%左右，出口创汇增长 6%左
右。”蔡惟慈则表示，我国机械工业将进入
中速趋稳发展新平台。尽管上半年增速
将有所下行，但下半年有望趋稳，预计全
年走势将呈“前低后稳”或“前低后扬”之
势。全年增速将略低于上年，但仍处于中
高速区间。

机械工业：转向中速趋稳发展新平台
本报记者 刘 瑾

机械工业：转向中速趋稳发展新平台
本报记者 刘 瑾

本报北京 2 月 4 日讯 记者齐慧报道：交通运输部
海事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服务平台今天正式上线运
行，社会公众可通过登录互联网网页或下载注册移动客
户端免费使用该平台，了解和掌握航行于我国沿海和内
河水域船舶实时动态数据。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服务平台上线后，可为社会
公众及专业人士提供我国及全球部分水域的船舶交通实
况的综合服务。初步估算，社会公众可掌握日均船舶数
量 3.5 万艘的动态数据，了解和掌握船舶交通流密度，并
可按需以单船或组合方式查询船舶相关信息，包括船实
际位置、航速和船名、船舶尺度等。同时，平台还集成了
船舶劳氏数据信息、港口基本信息、潮汐预测信息、气象
信息等综合数据，为用户提供综合服务。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服务平台上线

图为在中国国际工

业博览会上展示的某品

牌采用了最新车联网技

术的智能汽车。

远 舟摄

@达人唐：支持互联网行业升级、发

掘新市场。在汽车时代，有互联网支持，

汽车行业会发展得更好。

@美朵 80 年代：这是未来的大趋势，

智能车的出现给汽车行业带来了更多的

可能，相信不久的将来，对于我这样不太

会开车的人，也可以轻松驾车出行。

@品味 1999：我觉得智能化汽车与

新能源汽车是未来汽车工业发展的两大

趋势，但我相信，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这两

大趋势最终会融为一体。

@观察者 VIP：造车就应该是传统汽

车公司干的事，也是他们的专业与擅长，

而互联网公司应该投入更多的精力在比

较擅长的终端销售和服务领域，两者的结

合未必是好事。

（本报记者 马春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