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 1月 8 日 星期三9 调 查

中国车谷全链条提档升级

—
—

来自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调查

本报记者

柳

洁

董庆森

从第一辆国产富康轿车下线，到一辆辆新能源

汽车驶出数智化工厂；从中法合资 30 万辆汽车项

目开工，到 7 座新能源整车工厂落成⋯⋯33 载创新

发展，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一辆车”裂变成

“一座城”，成为全国汽车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

一，被形象地称为“中国车谷”。

如今，顺应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趋

势，“中国车谷”如何实现汽车全产业链蝶变式发展？

竞速新赛道

走进位于武汉经开区的东风汽车试验室，工程

师伊历君全神贯注地关注着大屏幕上各项动态参

数的变化，他正在参与研发新型新能源汽车底盘操

控系统。

2024 年 11 月 14 日，当年全国第 1000 万辆新能

源汽车在东风汽车云峰工厂下线。这家位于军山

新城的工厂，是武汉经开区 3 年来投产的新能源整

车工厂之一。

33 年前，在武汉西南城郊的一片黄土岗上，为

承接中法合资 30 万辆汽车项目，武汉经开区正式

破土动工，武汉人的“汽车梦”就此启航。

2003 年，东风汽车将公司总部搬到了武汉经开

区，并先后与日产、本田在武汉经开区成立合资车

企。世界级汽车企业在此聚首，武汉经开区乘势而

起，成长为“中国车谷”。

经历高速发展之后，武汉经开区汽车产业发展

韧性受到考验。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高歌

猛进、国产新能源车企迅速崛起，曾经“靠合资车打

天下”的武汉经开区面临着新的发展命题。

武汉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 年武汉汽车产量

为 189.8 万辆，之后一路下滑，到了 2023 年，武汉汽

车产量为 121.4 万辆，6 年间产量下降 36%。

2021 年，面临汽车行业新的竞争格局，东风汽

车向新能源与智能驾驶领域全面转型。同年，三十

而立的武汉经开区开启“二次创业”，提出“借东

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通过科技创新竞逐新能源

与智能网联汽车新赛道，加速“换道超车”。

在武汉经开区东风本田新能源工厂，机械臂高

速飞舞，物流机器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新车在空中

“走廊”缓缓移动，每 100 秒就有 1 辆新车下线。

“这是本田在全球布局的首个新能源工厂，也

是我们有史以来数智化程度最高的工厂。目前工

厂正在爬产，更多车型正紧锣密鼓地调试。”东风本

田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渡边丈洋介绍，2030 年前，

东风本田将累计推出 10 款以上新能源车型。

国产自主品牌也奋力争先。记者在东风乘用

车制造总部武汉二工厂总装车间看到，生产线高效

有序运转，畅销新能源车型接连下线入库，等待发

往全国各地。“我们联合集团数字化部自主设计了

系统架构和数据流程，为汽车电动化、智能化、个性

化定制等业务场景提供智能制造基础。”东风乘用

车制造总部总部长段仁民说。

在推动本地车企电动化转型的同时，武汉经开

区还积极“筑巢引凤”，吸引全球车企布局。2020

年，吉利集团在武汉经开区投资 80 亿元建立了路

特斯全球智能工厂。

“我们坚持向产业转型要潜力，向科技创新要

动力，向对外开放要活力，全力调结构、促转型、抓

开放，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武汉经开区负责人

说，通过从“只有油车”向“油电双智”格局转型，从

“整车为主”向“整零协同”格局转型，从“专注造车”

向“研产销一体”格局转型，武汉经开区抢抓机遇，

推动汽车产业由一枝独秀向“汽车+”产业众木成

林转变。

目前，武汉经开区已落地岚图、路特斯、猛士等

7 座新能源整车品牌工厂，初步形成了新能源汽车产

业“国家队”、合资品牌、新势力“三足鼎立”的发展格

局。2024年1月至9月，武汉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量同

比增长131%，新能源汽车总产能已达147万辆。

构建新生态

武汉经开区的转型并未停留在引入新能源车

企、落地新能源工厂层面，而是顺应汽车产业生态

向能源、信息通信、材料等多领域拓展的趋势，布

局“汽车+产业”，构建“车能软芯材”高效协同的

产业体系。

汽车行业的竞争格局，上半场比拼“电动化”，

下半场要比拼“智能化”。在上半场“慢了半拍”的

武汉经开区，下半场如何实现“快人一步”？

燃油车时代，一辆汽车由上万个零部件组装而

成；“软件定义汽车”时代，一辆新能源汽车可集成上

亿行软件代码，很多智能功能都依赖于软件系统。

武汉经开区顺势而为，竞速“软件定义汽车”新

赛道。2023 年 6 月，武汉经开区领导赴长三角城市

考察学习，建设武汉智能汽车软件园提上议事日

程。不到 3 个月，武汉智能汽车软件园揭牌成立，

东软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刘积仁获聘武汉智能汽车

软件产业发展顾问。据介绍，武汉东软软件园完成

14.5 万平方米园区建设仅用时 18 个月。2024 年

5 月，武汉东软软件园开园、投入运营，为武汉汽车

产业创新发展增添动力。

刘积仁介绍，近年来，东软集团与湖北移动、岚

图汽车等企业，同华中师范大学、江汉大学等高校开

展合作，在医疗健康、智能汽车互联、软件人才培养

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成果。东软睿驰智能驾驶产品已

应用于多款“车谷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品。

“有梦想，来车谷，一起创！”武汉经开区广发

“英雄帖”，打造“软件定义汽车”创新策源地，共同

建设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

一批智能网联及软件项目在此落地。2023 年

底，浪潮集团、拙河科技、视熙科技 3 个总部项目陆

续落地。“武汉是全球最大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区

之一，测试道路里程和开放区域面积全国领先，提

供了广泛的应用场景。”拙河科技总经理袁潮告诉

记者，公司将在武汉进行硬件设计研发、硬件嵌入

式开发、底层软件及平台研发、应用算法开发，并将

适时建设组装生产基地。

近日，湖北省车规级芯片产业技术创新联合体

发布首颗全国产自主可控高性能车规级 MCU（微

控制单元）芯片 DF30，填补了国内空白。这一联合

体于 2022 年在武汉经开区组建，由东风汽车牵头，

联合中国信科、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

8 家高校及企事业单位，合力攻关“中国芯”。

“经过联合体全流程闭环研发，DF30 芯片突破

了汽车芯片定义、设计、工艺等核心技术，形成了

50 项专利，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了自主可控。”东风

汽车研发总院院长杨彦鼎告诉记者。

围绕“汽车+软硬件”，武汉经开区高标准建设

武汉智能汽车软件园、数字经济产业园等特色园

区，招引东软集团、科大讯飞、巨量星图等软件头部

企业，培育亿咖通、芯擎科技等软件信息领域独角

兽企业，形成了以汽车软件为主导、车规级芯片等

核心硬件为支撑的汽车软件集聚区。

“我们把零部件摆在了和整车同样重要的位

置上，实施‘零整比提升’计划，制定了‘零部件 20

条’等政策。2024 年 9 月，我们的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进入全国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公示名单。”武汉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唐超表示。

为了增强自身在汽车产业的综合竞争力，武汉

经开区近年来先后引进采埃孚、安波福、艾菲、爱机

新能源等 60 多个关键零部件项目，把汽车产业的

“零整比”提升到了 0.66∶1。

关键零部件企业的引入，为车企的技术创新提

供了新动能。路特斯集团 CEO 冯擎峰表示：“目

前，多家武汉汽车零部件企业不仅在投产之初就进

入了路特斯的供应链，也进入了工厂间的‘创新

链’，零部件企业跨领域的创新对路特斯全球智能

工厂起到了良好的赋能作用。”

造“ 聪 明 的 车 ”、修“ 智 能 的 路 ”、建“ 智 慧 的

城”，武汉经开区建成亚洲最大的智能网联汽车封

闭测试场，在中部地区率先实现全无人自

动驾驶全域商业化运营。“车能软芯材”汽

车生态年度总收入超 8000 亿元，获批商务

部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发展示范区，“武襄

十随”汽车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

业集群。近 3 年时间，武汉经开区高新技术

企 业 数 量 增 长 了 4 倍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了 45%。

“链”出新动能

汽车是武汉市第一大支柱产业，也是武

汉工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在产业链发展过程

中，东风汽车等企业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武汉市专门成立汽车制造和服务产业链工作专班，

全力支持东风汽车等企业发展。

2024 年 8 月，东风汽车全球创新中心揭牌。来

自东风汽车研发总院、悦享科技的近 600 名科技研

发人员入驻原武汉经开区管委会大楼“红柱子”，瞄

准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开展攻关。

“红柱子”紧邻东风汽车集团总部，位于武汉市

沌口核心地段。两年前，武汉经开区跳出老城谋发

展，管委会也从沌口搬到军山。2024 年初，东风汽

车在武汉设立全球创新中心，需要挑选一处合适的

办公场所。武汉经开区有关负责人及武汉汽车产

业链工作专班积极上门对接、推荐，让“红柱子”变

身为东风全球创新中心。

“这里即将成为一个创新磁场。”杨彦鼎说，东

风全球创新中心将聚焦未来 5 年至 10 年的基础科

学研究和前瞻性技术开发，找到下一个“换道超车”

的制胜点。

汽车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提升产

业链整体竞争力，需要在补短板上下功夫。2024 年

以来，武汉汽车产业链工作专班召开 10 余次专题

会、推进会，与链主企业深度对接，“地毯式”扫描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针对薄弱环节“点对点”

招商。

采埃孚被动安全、安波福二期、保隆智能驾驶

研发总部、蔚来新能源总部、耀皮汽车玻璃二期、华

腾汽车零部件、博格华纳三期、荣南汽车密封件等

一批新能源、智能网联领域的优质项目落地武汉，

东风汽车、路特斯等链主企业实现就近配套，降本

增效、提升竞争力有了“底气”。

2024 年 9 月，采埃孚主动安全零部件研发生产

基地在武汉经开区开工建设。投产后，将主要研发

生产汽车制动卡钳等产品，补上武汉汽车产业链上

的一块短板。

武汉汽车产业链工作专班还推动搭建供应链

数字化平台，在先后落户湖北国控、湖北楚象、长江

汽车产业 3 个百亿元级供应链平台的基础上，又高

起点打造长江汽车链平台。

在华中地区最大的汽车散热器制造企业之一

湖北雷迪特公司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开发的新能

源汽车液冷板进行性能测试。2025 年，这批总额超

10 亿元的产品将供给全球汽车巨头 Stellantis（斯特

兰蒂斯），为该集团 7 款车型电池包提供冷却解决

方案。这是长江汽车链平台撮合成的一笔订单。

“签这样的海外大单，光是资质评审就要 3 个

月到半年，还要进行大量的邮件往来、线上洽谈。

有了长江汽车链平台这个‘红娘’，只用了 4 个月时

间就拿下了这笔订单。”雷迪特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长江汽车链平台对入驻用户严格审核，审核过

程就像购物网站给官方旗舰店加“V”认证一样，为

用户节省了考察时间。

类似的成功案例在该平台已有近 300 个。长

江汽车链平台于 2024 年 4 月上线，截至 2024 年 10

月，平台累计用户数近 2 万，入驻企业超 1.7 万家，

收集各类用户需求近 2.5 万条，撮合订单超百亿

元。“大部分企业发布需求后 1 个月左右可成功对

接，有的企业半个月内甚至当日或次日就能对接

成功。”湖北长江车百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

力说。

当前，出海已成为中国汽车产业不可或缺的一

环。以“中国车谷”为起点，一个个供应链平台正

“通堵点、链全球”，一辆辆“车谷造”汽车正驶向

世界各地。2024 年，武汉经开区实现整车出口

12 万辆，同比翻番。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推进改革

开放的重要举措。要深刻认识办好国家级经开区

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40 年来，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区

域协调发展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目前国家级经开区经济总量及实际利用外资和

进出口总额来看，国家级经开区已经成为区域经

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发挥了明显有力的示范带

动作用。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

级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新征程，建设好国

家级经开区，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

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积极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

明标识。国家级经开区要努力建成国内大循环

的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枢纽，做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助力者、先行者，积极

应对复杂国际环境，更大力度走出去、引进来，

持续优化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加大招商

引资和对外合作，进一步留住外企、吸引

外资，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更好融入新

发展格局。

要 因 地 制 宜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和内生动

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国家级经开区需改变过去

大多数开发区依靠技术引进实现产业集聚扩张、

通过经济托管进行连片开发的发展模式。由要

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积极推动技术革命性突

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建

设成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示范区，塑造

新动能新优势。这也需要更加注重科技创新赋

能，推动产学研用对接融合，特别是加强原创性、

颠覆性科技创新。要加强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的密切合作，构建起以“用”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供

应链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积极推动劳动

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以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

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形成发展

的新优势，更好发挥国家级经开区的辐射带动

作用。

国家级经开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以新的动

力和活力推动国家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相关部署落实落地，为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不断作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

湖北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因车而建、因车而兴，为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武汉经开区聚焦汽车产业生态，从“一辆车”到“一座

城”，发展成为全国汽车产业集聚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如今，面对汽车行业新

的竞争格局，武汉经开区积极布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赛道，汽车产业加速

驶入“智能化”下半场。

更 好 发 挥 辐 射 带 动 作 用
徐艳国

位于武汉经开区的武汉东软软件园位于武汉经开区的武汉东软软件园。。 李李 岿岿摄摄本版编辑 王薇薇 刘辛未 美 编 倪梦婷

东风乘用车制造总部武汉二工厂总装车间。

本报记者 柳 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