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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重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其中汽车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5.9%，拉动全市增长
4.5个百分点，这为重庆前三季度GDP增速6%目标的达成
做出重要贡献。“毋庸置疑，汽车是拉动重庆经济快跑的‘火
车头’，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则是重庆汽车产业的‘火车
头’。”市经信委相关人士介绍，目前重庆新能源汽车板块的
增长率，是汽车产业总增长率的10倍以上，对汽车产业增
长的贡献率接近90%。

基于重庆制造业的惊人潜力，11月11日—12日，一大
批德国先进制造企业来渝进行了考察和合作洽谈，对于重
庆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德国企业表现出了很大兴
趣。汽车是德国和重庆共同的优势产业，双方进一步的优
势互补，必然会给重庆汽车产业带来更大的发展。

考察
重庆新能源车惊艳德企代表

11日下午，到访的德国制造企业分成五路考察重庆企
业，其中一路考察了赛力斯超级工厂和长安汽车全球研发
中心。

在赛力斯超级工厂的展厅内摆放着最新的问界M9。
当前大灯照亮，灯光在地面上投影出两只飞翔的凤凰以示
欢迎，考察团代表们露出会心的微笑。他们围着车仔细观
摩，有的代表还坐上去体验。一位高大的德国代表坐上了
后排座椅，用拳头测量了膝盖与前排座椅的距离，并闭上眼
感受舒适程度，下车后他对同伴点点头，说了一句“非常不
错”。好几家德企代表是中国人，下车后直接用了一句中式
描述“配置确实拉满”。

随后厂方详细介绍了问界M9的主要部件。一体化压
铸车身引起了代表们的重视，原来由87个部件拼接成的副
车架，赛力斯依靠万吨级压铸机铸成了一个整体，在轻量化
提升的同时，强度也得到提升。而AB柱位置采用了抗拉
伸能力1500—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这是什么概念？豪
华车一般在A柱用到的钢材抗拉伸能力为1100兆帕，日本
亲潮级潜艇（号称世界最强常规潜艇）艇体抗屈服强度为
1100兆帕。一位德方代表上前使劲按了按车身的B柱，当
然是没按动，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在赛力斯的总装车间，代表们参观了全自动化的组装
线。在汽车前后悬架自动合装工区，这个制造环节实现了
百分之百的无人操作，这令一位德企代表很感慨。“我们都
知道人力成本占了汽车制造成本的很大一部分，我去过很
多地方，都在思考怎么降低人力成本。”他说，赛力斯超级工
厂的生产线给了他很多想法。

在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所有人都被长安的概念车
VIIA惊艳，它高度未来主义的逻辑和元素充满了科幻美
学，大家纷纷拿起手机拍照。而阿维塔系列前卫时尚的帅
气造型，也让人忍不住伸手抚摸。一位德企代表在了解了
功能和价格之后，说了一句“非常了不起”。

参观结束之后，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公司的质量
管理经理本克对两家企业大加赞誉，他认为工厂的生产工
序和技术符合当前的先进标准，“我看到厂方的规划做得很
好，工厂非常干净整洁，一切都井然有序，生产质量非常
高。”他表示，最让他感兴趣的两个点是重庆造汽车所表现
出来的创新性和低价格，基于此，他所在的公司会考虑在重
庆进行投资。

德国汽车营销公司Welike有限公司CEO马瑟斯对记
者表示，“赛力斯跟德国大众汽车不一样，是一家非常年轻的
公司，他们有这样的成绩、有这样的技术，令我惊讶。”他对车

间内的自动化生产线很感兴趣，机械臂挥舞的场景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他觉得赛力斯已经具备一家全球著名品牌的素
质，很愿意推动赛力斯的产品扩大在德国的市场规模。

需求
德渝双方呼吁加强合作

这次德国先进制造企业重庆行，双方签订了12个重点
项目，签约总额87.65亿元，其中近一半是在汽车产业方
面。而在此之前，德国制造业企业在重庆落地投资已经有
25家，其中汽车企业12家。今年1—8月，重庆与德国实现
进出口总额285.8亿元，德国在渝新设立德企8家，实现合
同外资400万美元，同比增长700%，渝企实现对德投资
142万美元。德渝双方具有悠久的合作历史。

在参观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时，瑞迪瑞普质量技术
（北京）有限公司业务总监赫尔伯特·伦岑一席话令人深
思。他在长安启源E07展车旁，反复体验这款车的可变形
后备厢，当后车顶向前滑动时，这款车成为了皮卡，当关闭
后又变成了SUV。在伦岑看来，这显示了中国汽车企业在
汽车功能设计上的深入思考。“德国在汽车工业设计方面有
深厚的积累，我们相信中国和德国的汽车产业未来进一步
加深合作，彼此取长补短，能够持续引领世界汽车工业设计
的发展。”

这次产业合作大会，多位德企代表都呼吁加强德渝产
业合作。

“今年，全球供应链发生了很多变化，企业合作需要更
具韧性。”中国德国商会华东及华中地区董事会主席柯曼博
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这样的感慨。他认为，重庆这座
城市的重要特点是创新，制造业是支柱，这与德国有着相似
之处——近年来，德国也在不断推动创新。“这种相似的基
因，让重庆与德国、重庆企业与德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具备了
良好的基础，并且已经展开了很好的合作，其中德国企业在
重庆投资成功的案例有不少。未来，德国企业会在中国加
大研发和本地化产品的投资，而重庆，将成为德国企业投资
中国的重要区域。”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公司质量管理经理本克在这
次大会上，只要遇到谈得来的汽车产业链企业，都会与对方
互留名片，热情交流。“中国的市场很大，客户需求很多，而
且新车研发速度非常快。”本克说，在欧洲研发一款新车，大
约需要5年，而在中国仅需2年。同时，德国又有高端精密
设备制造的优势。他认为，如果能结合中国和德国的优势，
必将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对于加强德渝合作的呼声，重庆方面也主动做出了邀请。
在大会上，市经信委主任王志杰发布重庆产业高质量

发展机会清单和场景机会清单。涉及招商项目238个、总
投资额近6300亿元，在做优做强“33618”现代产业集群体
系建设方面发布项目机会185个，其中汽车产业占了相当
大部分，欢迎德国企业前来投资。

赛力斯集团副总裁王平也在大会上宣布，将携手德国零
部件企业，打造新豪华汽车品牌。王平介绍说，德国是汽车工
业的摇篮，中国汽车工业的成长，伴随着与德国车企的合作，
德国提出的工业4.0，也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了有价值的借
鉴，得益于学习德国豪华整车企业，携手博世、大陆等优秀的
德国零部件企业，赛力斯正致力于打造新豪华汽车品牌。

观察
德渝汽车产业合则两利

2024年，重庆重返中国汽车第一城宝座。与8年前不
同的是，重庆自主研发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大放异彩，已
经不再需要靠合资汽车来撑门面。而另一个方面，在自主
品牌越来越强的今天，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众多外资企业
也把研发生产重心放到重庆，为推动重庆汽车产业发展贡
献良多。

10月份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八届中德汽车大会上，
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生表示，中德汽车
产业合作40年，中德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互嵌，两国市场高
度依存，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格局。两国
汽车产业深度合作、“双向奔赴”，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对
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发展形成有力支撑。

对此局面，德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呼吁加强合作。德
国波鸿汽车研究所所长、有着德国“汽车教父”之称的著名
汽车经济学者费迪南德·杜登霍夫在大会上以《为什么与中
国合作如此重要》为主题发表演讲。他表示，对德国汽车产
业而言，中国是重要的技术供应方，中国在自动驾驶等领域
已经远远领先于德国。

事实上，重庆汽车产业发展到今天，早已从以市场换技
术转型到向合资企业反向输出技术的阶段。长安汽车相关
领导向记者透露，“2018年开始是一个分水岭，我们反过来
向跨国汽车集团提供技术和平台了。当时马自达就用我们
的新能源技术，向我们付了钱。后面斯特兰蒂斯也是，他出
钱我们给他开发。另外长安还牵头制定了《汽车驾驶自动
化分级》国家标准、《汽车多媒体系统实现》国际标准，这是
个巨大的进步。”

记者在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了解到，长安的多项技
术领先业内，比如电池隔热性能优于行业30%，新蓝鲸动
力行业首创插电、增程一体化技术，智能化领域专利公开量
排名第一等。

而以德国企业为代表的外资企业则深度参与到重庆汽
车产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双向奔赴的结果，就是互相成全。

德国大陆集团是全球五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在
中国的布局偏爱重庆：2017年在重庆设立了在中国中西部
地区的首个独资研发中心；2022年，又在重庆设立了第二
个独资汽车软件系统开发中心，同时还设有合资工厂。德
国大陆集团中国区副总裁杨承祖表示，“事实证明，我们当
初选择重庆是很明智的，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他说，随
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发展，汽车产业已经进入

“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在重庆，为全
球’，通过推动本土研发软件的发展，更好地配套服务全球
车企发展。”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重庆经济新势能
德国制造企业来渝考察，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表现出很大兴趣

德渝合作 助力重庆新能源车跑得更快

德国企业代表考察重庆企业

11月13日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衡华前往渝中区、重庆高新区，实地调研推动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袁家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健全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机制，突出以产业创新为导
向，不断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加快塑造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新动能新优势。

市领导刘尚进、江敦涛、马震参加。
视联动力信息技术公司依托国产安全通信协议，正加

快打造西部算电协同创新中心。袁家军、胡衡华考察技术
展示和运维调度中心，同企业负责人交谈，了解核心技术攻
关、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袁家军对企业融入数字重庆建

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的实践，推动自身
发展的做法给予肯定。他指出，当前，重庆正加快建设内陆
开放综合枢纽和“两中心两地”，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新机遇，
打造“西部领先、全国进位和重庆辨识度”标志性成果，努力
在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希望企业精
准对接国家重大需求，紧跟算力时代步伐，聚焦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重点领域，加大研发投入，强化技术攻关，优化发展
布局，借助重庆独特优势，引领撬动更多优质资源集聚重
庆。重庆市健康资源创新研究院紧扣我市“416”科技创新
布局，着力打造细胞未来产业集群和新质生产力发展高能
级平台。袁家军、胡衡华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袁家军希望
研究院突出产学研用结合，推动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走向市场，有力支撑重庆打造生命健康高地。

袁家军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重庆篇章注入强劲动力。要突出以产业创新为导向，聚
焦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
节，坚持需求牵引和技术进步“双轮驱动”，全面提升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效能。要强化企业科技创
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作，发挥科
技领军龙头企业作用，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格局。要
增强金融对科技型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支
撑能力，推动金融和科技创新有机结合、高效互动。

有关区，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帆

袁家军在调研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时强调

坚持以产业创新引领全面创新
加快塑造新重庆建设新动能新优势

胡衡华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