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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今年 1月至 10月，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 700万辆，市场
占有率超30%，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全
面市场化拓展新阶段。

记者从7日至9日在海口举行的2023
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上了解到，我国新能
源汽车相关领域正通过提升研发创新能
力、促进产业协同融合等路径，推动产业
高质量发展。

提升研发创新能力

动力电池系统、充电解决方案、氢燃
料存储……记者在大会上看到，从整车企
业到零部件企业，从信息通信企业到能源
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和协同产业都涌动着
创新活力。

“我国持之以恒开展新能源汽车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
依托产业链强健创新链，技术研发和产业
化水平不断提升，为新能源汽车走向全面
市场化提供了重要推动力。”科技部副部
长陈家昌说。

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技术，地平线的
创新性智能计算架构，宝马中国的高性能
混合动力驱动系统……大会发布了 2023
年度“全球新能源汽车前沿及创新技术”
评选结果，来自产业链企业的 10项创新
技术入选。“这些创新技术均已实现量产
化应用，有效提升了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水

平。”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骏说。

中国科协主席、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
主席万钢表示，在电动化、智能化、低碳化
发展态势下，要统筹推进纯电动汽车、混
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持续加
强动力电池体系、新型底盘架构、自动驾
驶系统等共性关键技术协同突破，加快

“车能路云”一体化发展的典型场景应用
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产业协同融合

当前，新能源汽车融汇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多种变革性技术，产业链、价值链
持续向交通、能源、信息通信等领域拓
展。加快构建汽车产业新生态，既是产业
技术变革的内在需求，也是产业未来发展
的动力源泉。

记者从大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举办
地海南省作为全国首个明确提出 2030年

“禁售燃油车”的省份，正持续做大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拓展新能源汽车全域应用市
场，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海南方案。

“我们正推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
路通行试点，打造全国首个消费型智慧交
通体系和全域开放车联网应用示范省，并
争取将环岛旅游公路打造成全线开放、场
景丰富的‘车能路云’示范道路。”海南省
委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说。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提升，大
量的充电需求也给电网平稳运行带来挑
战。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明
说，通过深化行业合作，推动出台或完善
充电峰谷分时电价、加强关键技术装备迭
代升级、加快典型场景示范验证及规模化
应用等手段，全面推广有序充电，加快车
网融合互动，建设适应新型电力系统的充
换电发展模式。

构建跨境融合生态，促进各类经营主
体相互赋能、协同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的
共识。大会发布的《2023世界新能源汽车
大会共识》提出，各方将在创新成果转化、
前沿示范应用等方面加强跨界协同。同
时，围绕车能互动、车路融合、车云协同等
典型场景建设加速技术迭代攻关，加快实
现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通信跨行业、跨
部门的融合发展。

深刻洞察用户需求

20万元价位的中大型纯电 SUV搭载
了数字视野补盲、一键AI代驾等智能驾
驶功能，30万元价位的纯电跑车同时拥有
电动剪刀门和软顶敞篷……在本届大会
的上汽集团展台，荣威、智己、名爵等企业
旗下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集中亮相，吸
引不少参观者上前询问。

“打造普惠用户的整车产品，有助于
消费者更好接受新能源汽车，也有助于新

能源汽车技术产业的迭代升级和新能源
车企的持续发展。”上汽集团副总裁兼总
工程师祖似杰说，普惠电动智能汽车将带
动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

记者在大会上看到，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积极识别需求侧变化，把紧扣用户需求
作为拓宽市场的重中之重。

长安汽车副总裁、深蓝汽车CEO邓承
浩说，近几年中国汽车市场向电动化、智
能化飞速发展，用户的需求也从原来简单
的出行向全场景的数字伙伴升级。要坚
持以用户选择作为企业创新产品的首要
原则，尊重用户在补能、安全和智能等方
面的多样化需求。

“市场需要什么？大家希望在最多量
产车型上用更高的性价比来支持尽可能
多的智能化功能。”黑芝麻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首席市场营销官杨宇欣认为，要通过
产品架构创新，实现多功能支持，帮助客
户在一辆车上实现更多智能化功能集成。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
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已进入全面市场化
发展的关键阶段，但产业发展仍存在资
源保障能力不足、市场发展不够均衡、产
业布局有待优化等问题。接下来，工信
部将积极推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发展，进一步优化行业管理政策、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

国家统计局 9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 11个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0.3%，其中 11 月份，受
食品、能源价格波动下行等因素影响，
CPI 同比下降 0.5%，降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但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
心 CPI 同比上涨 0.6%，涨幅与上月相
同，继续保持温和上涨。国内物价运行
总体保持平稳。

在我国CPI“篮子”商品中，食品占比
较高。 11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4.2%，降幅略扩大 0.2 个百分点。食品
中，猪肉价格下降 31.8%，降幅扩大 1.7个
百分点；鲜果价格上涨 2.7%，涨幅扩大
0.5个百分点。

从环比来看，11月份，食品价格环比
下降 0.9%，降幅超季节性水平（近十年同
期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分析，因 11月
份全国大部分地区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
偏高，利于农产品生产储运，鲜菜、鸡蛋和

水产品等鲜活食品价格分别下降 4.1%、
3.1%和 1.6%，降幅均超季节性水平；生猪
出栏量有所增加，加之天气偏暖部分腌腊
需求延后，猪肉价格超季节性回落，下降
3%；鲜果价格季节性上涨1.9%。

统计数据显示，11月份，非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 0.4%，涨幅回落 0.3 个百分点；
环比下降0.4%。

董莉娟分析，11月份，受国际油价下
行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环比下降 2.8%，为
今年以来最大降幅；冬装新品上市，服装
价格环比上涨 0.6%；旅游出行进入淡季，
飞机票、宾馆住宿、旅游和交通工具租赁
费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12.4%、8.7%、5.9%
和2.8%。

从工业生产者价格看，11月份，受国
际油价回落、部分工业品市场需求偏弱
等因素影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指数（PPI）同比下降 3%，降幅比上月扩
大 0.4个百分点；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下
降 0.3%。

具体来看，11月份，国际油价下行，带
动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2.8%、2.5%，合计影响 PPI 环比下降约
0.13个百分点，占总降幅的四成多。煤炭
和天然气需求季节性增加，燃气生产和供
应业价格环比上涨 1.4%，煤炭开采和洗
选业价格环比上涨 0.3%。重大项目建设
稳步推进，水泥制造价格环比上涨 1.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上
涨1.1%。

今年以来，国内物价总体呈低位运行
态势。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 2023年
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物
价短期还将维持低位，未来将回归常态水
平。中长期看，我国经济供需总体平衡，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居民通胀预期平稳，
不存在长期通缩或通胀的基础。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启
动年内第三批中央猪肉储备收储工作，推
动生猪价格合理回升；广东、四川、辽宁等

多地密集发放新一轮消费券，抢抓年末消
费旺季；重点电商平台如美团小象超市在
入冬后增加牛羊肉、鲜活水产等应季生鲜
食材供应，并在运营城市开设更多服务站
点，满足市民“一站式”购齐的即时消费需
求……近期，各方协同发力，推动消费需
求持续回暖，保障物价平稳运行。

最新公布的一系列数据，释放需求回
暖、市场信心稳步增强的鲜明信号：11月
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3.1点，比上月
环比提高 1.2点；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升
至53.3%，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3.4%，较上
月回升 0.6个百分点；中国仓储指数升至
52.2%，其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3%，重回扩
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升
至55.8%，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此前
表示，从需求变化来看，商品和服务的需
求都在持续恢复。从货币条件看，市场流
动性总体合理充裕。基于这些因素判断，
价格低位运行的状况将会逐步缓解。

提升创新能力 加快协同融合
——2023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观察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王存福

总体保持平稳 低位运行态势有望缓解
——解读11月份物价数据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