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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征求对《重庆市加速构建完善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行动计划
（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为加速构建完善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助推全市汽车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组织起草了《重庆市加速构建完善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包含公平竞争方面的意见）。

 公众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在2022年1月5日前以传真、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进行反馈（个人需署名，单位需加盖公章
，并留联系方式）。

 电话：023-63896589��传真：023-63899458

 外网电子邮箱：qiche_cq@126.com

 通讯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云杉南路12号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邮编：401121

 附件：重庆市加速构建完善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1年12月29日

 附件

重庆市加速构建完善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行动计划（征求意见稿）

 为积极拥抱全球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展趋势，加速构建完善的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助推全市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工作目标

 到2025年，建成全国重要的智能新能源汽车及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换电模式示范城市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水平和规模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一）整车。支持汽车整车企业加快发展，智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100万辆以上，占汽车产量比重达到40%以上
。

 （二）产业生态。支持核心配套企业加快发展，集聚电池、电机、电控“大三电”及电空调、电转向、电制动“小
三电”企业各3-5家；动力电池年生产能力达80亿瓦时，电机、电控年生产能力达100万套，大小三电系统本地化配套
率超过50%；汽车电子和汽车软件的价值占整车价值比重提高到40%。

 （三）应用生态。建成充电桩23万个，其中公共充电桩3万个、车桩比达4:1，私人充电桩20万个、车桩比达2:1；建
成换电站超过200座，形成2万辆换电车型的服务能力；建成加氢站10座；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超过50万辆（其中，氢
燃料电池汽车5000辆），2025年底本地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突破40%；新建车路协同道路长度超过1000公里、启动
超过500公里智慧高速公路建设。

 二、重点任务

 （一）加快规模壮大，推动整车高端化批量化发展。

 一是加快发展高端品牌。推动长安汽车、金康新能源等链主企业、领军企业持续深化与华为、腾讯等科技企业的合
作，实现长安阿维塔、金康赛力斯傲图等高端智能新能源汽车品牌加快新品投放和上量。推动吉利高端新能源汽车项
目尽快建成投产。支持理想汽车等加快在渝实施新能源汽车项目。支持福特汽车等外资企业在渝实施新能源汽车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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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做大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推动长安汽车、东风小康等加速新能源化转型，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打造全新新能
源汽车平台，加快经济型新能源汽车、城市短途代步新能源汽车等新产品投放，加大市场拓展力度，持续扩大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尽快提高新能源汽车产品占比。

 三是加快发展特色优势产品。推动上汽红岩加快发展智能新能源重卡。支持庆铃集团加快发展氢燃料商用车。支持
瑞驰汽车、华晨鑫源巩固和扩大电动城市物流车市场优势。支持中车恒通新能源客车尽快投产放量。支持长城汽车、
上汽通用五菱等在我市投产新能源汽车。

 （二）着力补链强链，夯实产业生态基础。

 一是打造产业智能化发展生态。依托仙桃数据谷等园区，渝北区、两江新区等重点区县，形成从软件、硬件到整车
，从小集成、大集成到中央控制，从研发、制造到检验检测的全流程、全要素生态，打造软件开发、硬件制造到系统
集成一体化发展的智能化发展生态社区和汽车电子、软件专业园区。支持长安汽车等整车企业与华润微电子、万国半
导体等电子企业深化合作，策划引进博世、英飞凌等汽车芯片企业，努力加快功能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汽车芯片地
产化进程。支持中科创达、北斗智联、弗吉亚等企业加快研发智能座舱、智能终端系统等先进汽车电子产品。支持长
安软件等专业公司壮大，大力引进华安鑫创、鼎捷软件等国内外优质汽车软件公司，实施软件架构汽车研发战略。引
进大陆、电装等企业，发展雷达、摄像头、辅助驾驶系统等核心配套项目，加快完善动力控制、底盘控制、车身控制
等汽车电子控制系统。

 二是打造产业新能源化发展生态。推进比亚迪电池二期、荣盛盟固利、赣锋锂电、庆铃博世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国
鸿氢能科技产业园等项目加快建设。支持长安七合一超级电驱、金康华为三合一电驱、庆铃博世电驱桥等技术领先的
零部件做大。瞄准宁德时代、上海电驱动等知名企业，持续引进电池、电机、电控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配套项目，加快
电池正负极材料、隔膜、催化剂等配套企业集聚，打造国内重要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基地。

 三是实施传统零部件体系再造工程。巩固、提升我市配套体系健全的优势，加强对传统零部件转型发展的方向性指
导和支持，遴选一批有基础、有条件的燃油车零部件企业转型生产智能新能源汽车配套产品，夯实增量配套基础。鼓
励整车企业强化本地整零协同，积极培育龙润的电转向、超力高科的电空调、大陆的电制动等新能源核心零部件发展
壮大。支持青山、平伟等重点零部件企业积极研发电机、轻量化覆盖件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强技术储备，加快向
新能源化和智能化转型发展。

 （三）打造示范城市，加速应用生态建设完善。

 一是加快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加快推进两江新区车联网全域覆盖，尽快实现车联网城市级规模化应用，着力
打造“成渝智行走廊”，推动保税港区自动驾驶物流车示范运营，洒水车、清扫车等特定区域示范运营等一批特色项
目加快实施。

 二是加快建设国家电动汽车换电模式示范城市。以两江新区、江北区等区县为重点，加大出租车、公务车、网约车
、物流车等运营车辆领域的推广应用，持续引导提高私人领域使用规模。

 三是加快创建国家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以城市物流、公交车、市政环卫车等为突破口，加快推进氢燃料电池
汽车推广应用，积极探索商业化运营模式，加强与四川省联动共建，打造提升“成渝氢走廊”。

 （四）强化自主创新，推进核心技术攻关。

 一是提升企业研发实力。支持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大陆西部研发中心等本地研发机构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推动
小康集团汽车研究院、比亚迪动力电池全球研发中心、庆铃新能源智能网联研发中心等重大研发项目建设，支持行业
企业建立和完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大力引进国内外知名研发机构来渝设立研发基地。

 二是加快关键技术突破。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以“揭榜挂帅”等组织方式，积极融入国家“攻卡工程”，着力
突破“卡脖子”瓶颈制约。集中优势资源，加速推动高效深度集成混动（增程）系统、高比能固态电池、汽车远程升
级（OTA）等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实现汽车产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核心技术的引育、突破和产业化发展。

 三是建立健全创新体系。支持中国汽研、招商车研加快提升国家氢能动力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智能网联汽车质
量检验检测中心发展水平，提升研发和检测平台服务能力。支持信通院西部分院、中国汽研等打造从软件验证、硬件
检测到整车测试的全谱系专业智能网联检验检测平台。加快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用协同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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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推进技术、管理、体制和模式等创新。积极创建国家和市级企业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
机构，着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五）完善基础设施，加快优化使用环境。

 一是持续提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国家电网、特来电、星星充电等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持续深耕重庆市
场，实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形成“适度超前、布局合理、智能高效”的充电服务网络
。

 二是加快构建国内先进的换电网络。鼓励奥动新能源、易易新能源等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加速换电站布局，
鼓励整车企业生产换电车型，稳步推进换电标准化、共享化，继续深化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形成与换电汽车推广应用
相匹配、适度超前、区县全覆盖的换电网络。

 三是科学合理布局加氢站点。支持两江新区、九龙坡区等区县，以及中石油重庆公司、中石化重庆公司、重燃集团
等利用现有加油、加气站点网络改扩建加氢设施，在园区、高速、港口等示范区域的重要线路、节点布局建设加氢站
，提升对氢燃料汽车示范运营的支撑能力。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依托重庆市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常态化研究和统筹谋划重大事项
，推动区县政府和市级各部门形成合力，主动积极作为，落实好中心城区高峰时段桥隧错峰通行、停车费减免、充换
电优惠等政策，打造优异的产业发展基础，为智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创造良好的环境，形成全国智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高地。（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市财政局、市交通局、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相关区县和部门）。

 （二）加强“链长”带动。全面推进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推动“链长企
业”、“领军企业”与产业链大、中、小企业加强协同，在补链强链、技术创新、融合发展、企业培育、供应链保障
等关键环节实现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市经济信息委，相关区县和部门）。

 （三）加强技术攻关。采取“揭榜挂帅”、“赛马机制”等方式，加大对核心技术攻关、关键零部件生产研发等方
面的支持力度，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加大政策先行先试力度，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大范围的自动
驾驶示范应用（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司法局、市经济信息委，相关区县和部门）。

 （四）加强人才保障。深入实施重庆市“百人计划”和“英才计划”等，采用双向兼职、联合聘用、交叉任职、技
术入股等“柔性”方式加快人才引进；注重初创企业、创新团队、科技型企业家的引育扶持，推动企业与科研院校联
合开展人才引进和培养；进一步完善人才培育开发制度，充分发挥高端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重点培养和造就一批创
新型、科技型企业家。（责任单位：市人力社保局、市科技局、市教委，相关区县和部门）。

 （五）加强舆论引导。积极开展新闻发布、企业走访、专项访谈、产品展示等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平面媒体、网络
媒体、自媒体等，积极宣传我市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相关政策、重大项目、发展成果等，培育我市智能新能源汽车
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产业舆论氛围（责任单位：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相关区县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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