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12 月 21 日，蔚来汽车发布 80 万元级别

的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ET9，成为蔚来 2018 年落户合

肥以来最贵的一款。同时，蔚来还发布了智能电动

小车萤火虫。12 月 26 日，小米宣布加入蔚来换电补

能体系。两件标志性事件，让人们的目光聚焦合

肥。拥有成立 60 年的江淮汽车、打破外资投资比例

限制的大众安徽、造车新势力蔚来等龙头企业，以及

保隆科技等一批产业链企业，合肥经开区新能源汽

车产业作为安徽省先进制造业集群的代表，正不断

培育主阵地和核心区。

整车制造三足鼎立

在合肥经开区的两座智能制造工厂中，记者看

到蔚来多款车型的产能正在爬坡。随着蔚来第二

品牌乐道交付，工厂正加紧生产赶订单。走进蔚来

F2 工厂，一个个形如立体车库的巨大空间里，穿梭

机 和 升 降 机 不 停 存 取 、转 运 ，仿 如 巨 人 在“ 抓 娃

娃”，“毛坯”车身被快速抓取，并迅速发往各条定

制化生产线。这是蔚来首创的“魔方”车辆存取平

台，也是蔚来实现高效柔性化生产的重要“法宝”之

一。作为全球领先的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蔚来

F2 工厂拥有“天工”智能制造管理系统、“飞地”自

动装配岛等多项前沿技术，解决了传统大规模生产

与个性化定制的矛盾，从收到订单到整车下线仅需

14 天。

同一时间，大众安徽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流水

线上，工业机器人挥动粗壮手臂，转配底盘、精准焊

接。2024 年，大众安徽首款智能轿跑 SUV ID.与众

上市，这是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的又一成

果。大众汽车不断加码合肥，建设科技研发中心，打

造智能生产基地，在合肥经开区推进汽车全球一体

化制造。同时，大众安徽还与小鹏汽车合作研发、制

造新车型，预计 2026 年下线。

成立 60 年的江淮汽车，不仅是新能源汽车产业

最早“吃螃蟹者”，也是安徽省投资蔚来汽车、助推大

众汽车落地建设的重要基础。2002 年，江淮汽车积

极响应国家政策转变发展方式，不断强化与合肥工

业大学以及本地核心零部件企业的研发合作，持续

攻克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助力安徽省新能源汽车

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的蜕变。

在完成蔚来汽车、大众安徽的合作研发和生产

任务后，江淮汽车又与华为合作造车，在与合肥经开

区毗邻的肥西智能制造基地生产百万元级别的尊

界，技术人才和工厂建设均依托经开区研发和生产

基地打造。自 2009 年以来，江淮汽车与合工大、国

轩高科、巨一自动化等高校、企业合作，已推出 6 代

自研的纯电动汽车，并推出全球首款钠离子电池量

产车型“花仙子”。

国际巨头、造车新势力、自主品牌车企，在合肥

经开区三足鼎立、竞相发展，背后是合肥经开区不断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努力。

“我们为什么选择在合肥经开区践行大众的电

动化愿景？”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葛

皖 镝 表 示 ，“ 提 到 大 众 安 徽 ，就 不 得 不 提‘ 合 肥 速

度’。在短短 18 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无到有，建成

了全球领先的 MEB（模块化电驱动平台）工厂，拥有

世界一流的生产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毗邻工厂的供

应商园区。”

与葛皖镝有类似感受的还有蔚来创始人、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李斌。李斌对“合肥速度”也赞不绝

口：“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我们完成了从签署协议、

落户，再到蔚来中国总部建设的启动工作。这样的

速度体现了合肥经开区在智能电动汽车领域打造全

球创新引领能力的决心。”

2022 年 12 月，蔚来汽车第 30 万台量产车在合

肥经开区正式下线。同一时间，大众首台预量产车

在位于合肥的大众安徽 MEB 工厂整车下线，迈出了

新能源车型全面投产的关键一步。自 2020 年底大

众安徽揭牌以来，这一中外合资的新能源汽车项目

稳步推进，不仅是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价值链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也是赋能区域经济、促进产业生

态系统长远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合肥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杨静告诉记者，

2024 年 7 月，合肥市新能源汽车集群成功入选安徽

省先进制造业集群。2024 年前三季度，合肥经开

区新能源汽车整车产量增长 49.1%，产业链产值增

长 48.6%。

建强链条做优服务

新时代产业发展更注重体系化、便捷性，围绕三

家整车企业，合肥经开区不断招引、集聚产业链企

业，并提升物流运输效率，助力企业降本增效。合肥

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孙鸿飞告诉记者，在合肥经

开区，“整车—零部件—后市场”全链条布局已集聚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80 多家。“从电池到各类传感器、

软件，新能源汽车用上万个零部件，将产业链上所有

参与者联系在一起。”合肥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

王鹏说。

上海保隆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汽车智能空气悬架系统，为首批国产化替代项目。

该系统可根据驾驶环境自动控制车身高度、倾斜度，

调整减震阻力，从而提升车辆的操控性和舒适性。

“空气悬架系统结构复杂，需要将空气弹簧、减震器、

传感器等数百个部件组装起来，并实现智能化联

动。”保隆科技智能空气悬架业务单元总经理王贤勇

介绍，此前这种系统主要由国外供应商生产，用在很

多高端车型上。保隆科技开发的这套系统，让更多

国产企业也能配备上智能化系统。

保隆科技董事长兼总裁张祖秋表示，公司在自

动驾驶方面也做了很多布局，核心技术包括毫米波

雷达、超声波雷达、双目视觉、单目视觉、360 环视、

自动泊车、舱内视觉和舱内雷达以及智能驾驶系统，

技术水平位居国内行业前列。

合肥经开区始终将产业链建设摆在首位，不断

强链补链。例如，新能源汽车三电方面，蔚来电驱

动、大众电池包陆续投产，国轩、优旦、盟维、钧联等

优势企业持续发力；汽车电子方面，集聚保隆、上声、

晟泰克、松芝等一批优质企业，在车身控制器、智能

传感器、汽车音响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基础；在

传统零部件方面，业务涵盖车身、底盘、座椅及内外

饰，产业体系较为完整。

在汽车后市场领域，合肥经开区不断支持企业

前瞻布局，为消费者做好服务。2024 年 12 月 26 日，

小米汽车宣布加入蔚来换电体系。至此，全国已有

近 10 家整车品牌加入该体系。截至 12 月，蔚来汽

车在全国 9 横 9 纵充换电网络已建成。到 2025 年，

蔚来汽车计划实现全国 25 个省、自治区“县县通”，

将充换电补能网络进一步延伸至最基层的乡村、

街镇。

截至目前，已有蔚来和奥动布局换电设施，整体

技术国内领先；蔚来保险经纪总部落户合肥经开区，

率先展业经营；大众安徽智慧物流项目启动智能网

联电动卡车、自动驾驶接驳巴士测试及示范运营，能

驰、德凯等一批汽车检测机构相继落户并就近服务，

保时捷、车百智库等咨询合作单位陆续为产业发展

添砖加瓦。

从空中俯瞰大众安徽 MEB 工厂，一辆辆大货

车陆续排队进入园区，运送物料；步入车间，AGV

小车有序往来，准备出口欧洲的订单正在抓紧生产

等待交付。短短两年半时间，大众汽车集团在合肥

建立了一个新的智能网联电动汽车中心，并与小鹏

汽车、地平线、国轩高科等多家中国企业进行电动

化、自动驾驶、电池等领域的

全面合作。同时，大众安徽供应

商园区正加速建设，部分已投入使

用，大大提升了生产物料的调用效率，

为企业节约了大量成本。

在合肥经开区的派河国际综合物流园，

一个现代化的内河航运新物流园已初步建成，

不仅有水运码头，还引入货运铁路线，与浙江宁波

港携手合作，下线的汽车可装船直达宁波港出海，

大大节省了企业出口的等待时间和成本，为整车企

业实施国际化战略提供坚实支撑。

此外，合肥经开区还牵头梳理编制了安徽自贸

试验区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开放创新试

点举措 19 条，并推动相关试点落地。

2023 年 2 月 20 日，由合肥大学与大众汽车共建

的国内首个中德双元制高等教育现代产业学院——

大众学院在合肥经开区揭牌，学校和企业共同办学，

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培养人才。如今，作为探路者

的首批 26 名“种子工程师”，已在大众汽车多条生产

线上独当一面。

科技激活发展动能

作为“安徽工业第一区”，合肥经开区不断加

快转型升级，围绕传统制造业智能化、数字化下功

夫，依据“产业+科技”发展战略布局，增强“科技

含金量”。

截至目前，合肥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各

类研发人员 1.5 万人，头部企业纷纷设立研发基地：

大众集团投资 10 亿欧元建设全球第二研发总部，首

次在欧洲之外承担平台车型研发任务；蔚来中国总

部落户，负责所有车型研发和专利归集，投资设立汽

车科技公司，每季度研发投入约 30 亿元；江淮汽车

技术中心乘用车与商用车并举，是产品谱系最为完

整的自主品牌研发中心之一。

围绕产业发展，合肥经开区不断拓展与大院大

所和高校合作，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核心竞争力。

该区与天津大学内燃机所、清华大学公共安全

研究院、哈工大等科研院所加强合作，依托区内合工

大、安大等高校的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自动化等专

业优势，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

资源支持。

随着“科技含金量”不断提升，合肥经开区创

新能力持续强化。该区建有省级以上企业技术创

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 36 个，掌

握一批具有全球领先水平的前沿技术，主导及参

与 国 家 标 准 制 定 超 200 项 。 智 能 制 造 方 面 ，合 肥

经开区建成新能源汽车领域国家级绿色工厂 1 家、

省级智能工厂 2 家、省级绿色工厂 2 家、省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 2 个，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1 家。

同时，合肥经开区先后培育形成南艳湖高科研

发、大学城科技孵化、明珠广场众创空间三大创新集

聚区，打造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联想科技

港、中德合作创新园等创新平台，提供企业孵化、人

才培育、科技成果转化等一系列服务。杨静告诉记

者，2024 年，该区共帮助企业招工 11.2 万人次，解决

中小企业资金缺口约 36 亿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

服务保障机制，推动项目尽早开工、提速建设，开工

建设 20 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8 个。

值得一提的是，在构筑“产业+科技”产业生态

的同时，合肥经开区加快构建以高端人才“停居留”

服务和涉外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国际化营商环境。设

有自贸片区仲裁中心等服务机构，国际医疗部、德国

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先后建成。不断推进国际化社

区、国际生活服务区建设，让更多人才汇聚合肥经开

区，凝聚起磅礴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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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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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依托以合肥经

济技术开发区为代表的区域发展载体，新能源汽车

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取得亮眼成绩，从 2013 年产

销分别实现 1.75 万辆和 1.76 万辆，到 2024 年产销分

别实现 1288.8 万辆和 1286.6 万辆，我国已成为世界

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国。新能源汽车成为中国

出口“新三样”之一，成为彰显我国高端制造业优势

的亮丽名片。

新能源汽车工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与全球低碳转型趋势相吻合，也与我

国“ 双 碳 ”目 标 紧 密 契 合 ，成 为 推 动 传 统 产 业 转 型

的 代 表 。 在 数 字 经 济 时 代 ，人 工 智 能 、低 碳 环 保 、

物联网技术不断赋能新能源汽车发展，加上汽车产

业门类齐全，基础设施配套能力强，制度型开放不

断深化，我国新能源汽车呈现产业链逐渐完善，研

发水平持续提升，市场空间不断扩大、产业带动效

应日益增强的趋势，涌现出比亚迪、奇瑞、小米、蔚

来等一批技术水平高、发展速度快、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品牌企业。

也 应 看 到 ，新 能 源 汽 车 领 域 国 际 竞 争 博 弈 正

在 加 剧 ，同 时 仍 然 存 在 车 辆 芯 片 及 关 键 矿 产 资 源

对 外 依 存 度 高 ，低 温 充 电 速 度 慢 、续 航 里 程 降 幅

大，动力电池规范化回收率不足等问题，必须采取

有 针 对 性 的 措 施 ，持 续 擦 亮 新 能 源 汽 车 中 国 名

片 。 必 须 强 化 基 础 研 究 工 作 ，充 分 应 用 新 一 代 信

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国产车规级芯片、车

载操作系统和全固态动力电池等核心领域的研发

创新，突破“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可控，着力提

升 新 能 源 汽 车 的 质 量 和 技 术 水 平 ，加 强 充 电 和 续

航 稳 定 性 。 也 要 强 化 配 套 保 障 ，出 台 动 力 电 池 回

收 标 准 ，培 育 新 能 源 汽 车 电 池 回 收 和 固 废 利 用 的

高 科 技 循 环 企 业 ，解 决“ 最 后 一 公 里 ”环 保 难 题 。

还 要 切 实 提 升 企 业 国 际 化 经 营 能 力 ，针 对 不 合 理

的 投 资 贸 易 保 护 主 义 措 施 ，推 动 企 业 熟 练 运 用 国

际 规 则 积 极 应 诉 ，强 化 行 业 协 会 在 企 业 合 法 利 益

保障方面的作用。多元化开拓国际市场也是必不

可少的，在尽量稳定发达国家市场的同时，加力开

拓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通过共建“一带一

路”，推动新能源汽车企业“走出去”，延长产业链

条 ，促 进 新 能 源 汽 车 供 应 链 安 全 与 韧 性 ，扶 持 更

多 的 新 能 源 车 企 打 造 国 际 制 造 和 服 务 品 牌 ，

全面提升影响力。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
易规则研究院教授）

持 续 擦 亮 优 势 制 造 业 名 片
蓝庆新

近年来，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将新能源汽

车作为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领域。目前合肥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

础扎实、产业体系完善、品牌声誉显著，“整车—零部件—后市场”全链条布局，集聚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80多家，拥有大众、蔚来、江淮3家整车企业，形成国际巨头、造车

新势力、自主品牌三足鼎立之势，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产值近4年增长3.2倍。

安徽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鸟瞰图。 李长龙摄

位于合肥经开区的大众汽车（安徽）

有限公司生产线。 李长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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