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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化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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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能源危机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不断加剧，新能源汽车逐步变成替代传统燃油车的关键方向，其具备的零排放、低

噪声以及高效节能等诸多优势受到了广泛关注。不过，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依靠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需要借助有效的项目管理，达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资源节约的协同统一。智能化技术的应用，给

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智能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途径，希望能够为

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给予一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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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global energy crisis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new energy vehicles have gradually become a key 

direction to replace traditional fuel vehicles. Their advantages such as zero emissions, low noise, and high efficiency and energy 

conservation have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Howeve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relies on bot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olicy support, as well as effective project management to achieve a coordinated unity of economic benefits, social 

benefits,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as brought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to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This study explores in depth the specific ways in which intelligence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hoping to provide some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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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全球能源转型进程持续推进，环保方面所面临的

压力也在持续增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新能源汽车产

业已然逐步发展成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向前迈进的关键

力量。近些年来，智能化技术在各行各业当中得到了极为

广泛的运用，这无疑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展创新发展的相

关工作带来了以往不曾有过的绝佳机遇。智能化所涉及的

范围颇为广泛，其不但包含了自动驾驶、车联网、智能制

造等诸多不同的技术层面，而且还凭借着数据化、网络化、

智能化相互之间深度融合的方式，使得新能源汽车在安全

性、舒适性、效率等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同时

也让用户的使用体验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智能化技术快

速地向各个领域渗透，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在

技术层面的创新以及产品方面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也给

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赋予了全新的

动力。不过，即便智能化对于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有着巨大的潜在能力，可在实际的发展过程当中，它仍然

面临着技术上存在瓶颈、标准化工作推进滞后、人才储备

相对匮乏等诸多方面的诸多挑战。所以说，怎样借助加快

智能化技术的突破进展、完善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同配

合、提升人才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以及强化政策方面的支持

力度等方式，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完成智能化转型

并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变成了当下亟需去解决的一个十

分重要的课题。本研究着重于探讨智能化在推动新能源汽

车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究竟应当如何去发

挥其核心作用，同时对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展开深入分

析，并且给出与之相应的对策方面的建议内容。 

1 智能化与新能源汽车融合的必要性 

智能化和新能源汽车相互融合，这是促使汽车产业达

成转型升级、朝着高质量发展迈进的一种必然走向，在全

球“双碳”战略以及技术变革这两大因素的共同推动之下，

新能源汽车已然慢慢变成了汽车工业发展的主要导向，而

智能化技术充分融入其中以后，便赋予了新能源汽车更高

的价值，同时也为其开拓出了更为宽广的发展空间。其一，

智能化技术可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舒适性以及

能源效率，借助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智能网联平台还有能

源管理系统，达成车辆运行的自动感知、智能决策以及精

准控制，以此来满足消费者对于智能出行体验所呈现出的

多样化需求。其二，智能制造、数字化管理、远程运维等

智能化手段，也能让新能源汽车企业更高效地去组织生产、

优化供应链并且提升服务水准，进而强化自身的市场竞争

力。除此之外，智能化还会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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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开展发展，加速构建起以数据作为核心的产业生态体

系，促使产业模式从传统的制造向着智能服务转变。 

2 当前智能化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的

挑战与问题 

2.1 技术瓶颈与核心技术依赖 

当前，智能化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进程当中，

依旧面临着技术瓶颈以及对核心技术存在依赖等诸多较

为突出的问题。其一，像车载操作系统、高性能芯片、智

能传感器、自动驾驶算法这类智能化所倚重的关键核心技

术，大多依然掌握在少数一些发达国家以及技术巨头手中，

在国内部分关键环节尚未达成自主可控的局面，存在被

“卡脖子”的风险。其二，现有的技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

里，仍旧面临着诸如稳定性不够、集成度不高、实时响应

能力偏弱等技术方面的阻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智能

功能的充分实现与广泛推广[1]。特别是在自动驾驶、高精

度定位、车路协同等这些领域，现阶段的技术成熟程度还

很难对规模化商用给予有力支撑，进而使得新能源汽车在

智能化功能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以及不均衡的情况。 

2.2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问题 

随着智能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数据安全与

隐私保护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制约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

素。新能源汽车作为高度智能化和网联化的终端设备，持

续产生大量与用户身份、出行轨迹、驾驶习惯及车辆状况

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通过车载系统、云平台及第三方应用

传输和处理，存在被非法获取、滥用或泄露的风险。一些企

业缺乏透明的数据使用机制，未明确界定用户数据权限，容

易侵犯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完善，

监管机制滞后，数据标准、加密方法和存储路径缺乏统一规

范，导致数据管理漏洞，给用户隐私安全带来隐患。 

表 1  智能联网骑车数据隐私存在的问题和影响 

关键问题 具体表现 影响 

数据量大且敏

感 

涉及用户身份、行驶轨迹、驾驶

习惯等数据 

增加数据泄露和滥

用风险 

数据传输风险 
车载系统、云平台、第三方应用

传输过程存在漏洞 
易被非法获取 

企业透明度不

足 
缺乏明确数据使用权限和范围 

侵犯用户知情权和

选择权 

法规和监管不

完善 
相关法律滞后，监管机制不健全 

数据管理缺陷，隐私

安全隐患 

缺乏统一技术

标准 

数据标准、加密方式和存储路径

无统一规范 
导致安全漏洞 

2.3 标准体系与制度建设滞后 

在智能化快速为新能源汽车产业赋能的进程里，标准体

系以及制度建设滞后已然变成限制行业协调发展和技术落

地的关键瓶颈。当下，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化技术的融合牵涉

到诸多领域与环节，像车载通信协议、自动驾驶分级标准、

信息安全规范、数据交互接口等等，然而与之相关的标准还

没有实现系统化与统一化，存在着覆盖面较窄、适用性欠佳、

更新滞后的状况。这样的标准缺失或者不协调使得不同企业

间的产品技术出现兼容性方面的问题，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协

同发展形成了制约，同时也增加了技术推广以及应用落地的

困难程度[2]。从制度层面来讲，现有的法规政策很难完全契

合智能化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在智能网联汽车的测试监管、

责任界定、数据合规等方面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致使企业

在技术研发以及产品部署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2.4 人才结构与技能供给不足 

在智能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进程里，人才结

构以及技能供给不足的状况逐渐变得更为突出，已然成为制

约产业升级以及技术创新的关键要素。智能新能源汽车把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自动控制、信息安全等诸多前沿

技术融合到了一起，这就对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以及专业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过当下在行业内，高层次且具备复

合型特质的人才供给明显存在欠缺，在智能驾驶算法开发、

软件工程、芯片设计、智能制造这些关键领域当中，专业人

才的缺口是比较大的，很难满足企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

由于现有的职业教育以及人才培养体系还没有与产业的发

展紧密地对接起来，传统的汽车工程类专业和智能化技术之

间存在着脱节的情况，使得新兴技术的应用推广受到了限制。

企业在员工培训机制以及技能升级方面所投入的资金是有

限的，基层的技术人员其技能水平呈现出参差不齐的状态，

很难在新技术的背景下胜任研发、运维以及服务方面的工作。 

3 推进智能化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对策建议 

3.1 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 

推动智能化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需加大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强化自主创新。智能新能源汽车涉及自动驾驶、

智能网联、车规级芯片等核心技术，直接影响性能和安全。

当前，国内在部分关键技术上存在瓶颈，需依托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体系。

应鼓励企业联合高校和科研机构，组建技术攻关平台，集

中突破核心技术，提高自主可控能力。同时，加大资金和

政策支持，完善技术标准与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技术成果

快速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表 2  提升智能联网汽车核心技术的关键措施和内容 

关键措施 具体内容 

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建

设 
推动核心技术研发，提高技术自主可控能力。 

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聚焦车规级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操作系统、智

能控制算法等领域突破。 

构建全链条创新体系 
依托国家级科技专项，覆盖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

的完整创新链。 

组建技术联合攻关平

台 

联合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集中资源开展技术

攻关。 

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 增强研发资金投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技术创新。 

建立技术标准与知识

产权保护机制 

制定技术标准，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成果转化和

应用。 

推动技术成果转化 快速将研发成果应用于生产，提升产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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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完善智能化相关政策与标准体系 

要切实推动智能化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高质量

发展，就需要加速去完善智能化方面的相关政策以及标准

体系，进而构建起统一且科学、成体系的制度框架。当下，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的发展牵涉到自动驾驶、车路协同、车

联网、数据管理与安全、信息通信等诸多领域，其技术融

合的程度颇高，应用场景也较为复杂，所以迫切需要有一

套具备权威性且前瞻性强的政策与标准体系来给予引导

并加以规范。政府方面应当对智能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加以

统筹制定，清楚界定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产业的布局情况，

并且借助法规制度给智能化技术的研发、测试、应用明确

指出准入的条件以及划定安全的边界[3]。与此还得积极推

动行业标准朝着统一化以及体系化的方向开展建设工作，

确保能够涵盖通信协议、数据接口、功能安全、信息安全、

测试验证等这些关键环节，以此来强化不同企业以及平台

之间所具有的兼容性以及互操作性，防止出现“信息孤岛”

以及重复建设的状况。除此之外，在政策层面还应当强化

对智能化相关技术在示范应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

平台等方面给予引导与支持，促使创新链、产业链以及政

策链能够实现有机的衔接，从而为智能化技术的大规模应

用以及产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及发展

生态。 

3.3 强化产学研协同与产业链整合 

在智能化给新能源汽车产业赋能期间，强化产学研协

同以及产业链整合乃是推动技术取得突破并且促使成果

得以转化的关键途径。智能新能源汽车涉及的技术门类众

多且更新换代极为迅速，仅凭某单一主体很难对其全面掌

握并实现快速落地应用，所以迫切需要构建起一个协同创

新体系，其中企业作为主体，高校和科研机构给予支撑，

政府起到引导作用。借助深化产学研合作的方式，能够把

高校及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的能力同企业在工程化开

发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达成对关键共性

技术展开联合攻关的目的，并且让新兴技术顺利实现产

业化落地。与此要强化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之间协

同整合工作，消除技术、资源以及信息方面的壁垒，打

造以核心技术平台当作中心的开放协作生态系统，推动

像芯片、传感器、动力系统、智能算法、通信模块这类

核心环节实现高效协同以及协作创新。在这样的前提下，

还需要加快去建设智能制造示范基地以及产业创新中心，

培育出一批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群体，提高整

体产业链的稳定性以及自主可控的能力，进而为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朝着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发展给

予强有力的支撑。 

3.4 推动多元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 

推动多元人才的培养以及引进机制，这是智能化赋能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诸多关键因素当中的一项。随着智能化

技术与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步实现深度融合，那种传统的人才

培养模式以及结构，已然很难契合行业对于高端、复合型人

才所提出的各类需求了。所以，得尽快构建起更为多元化的

整个人才培养体系，以此来适配智能化技术持续更新换代的

那种需求。这不但要加大高校还有科研机构在智能化技术领

域里针对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对现有的课程体系以及培训

内容加以改进，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以及实践能力的培育，

而且还要推进企业与高校展开深层次的合作，借助联合培养、

产学研实训等具体形式，培育出一批拥有前瞻性且具备跨领

域技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4]。与此伴随行业发展速度的加快，

人才引进机制同样得进一步强化，特别是要加大对国际化高

端技术人才引进的力度，给产业带去先进的技术理念以及创

新经验。除此之外，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应当制定出具有针对

性的相关政策，以此来鼓励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打造人才高地，

给予人才引进以及培养相应的资金支撑与政策方面的优惠，

进而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

方面的保障，推动整个产业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 

4 结语 

智能化技术给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

强劲助力，它让产品性能得以优化，生产效率得以提升，

同时也推动产业结构变得更为合理，促使产业朝着绿色转

型的方向迈进。在智能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像技术瓶

颈、标准体系滞后、数据安全等方面的诸多挑战。不过依

靠技术创新、政策方面的支持以及产学研相互间的协同合

作，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够更加妥善地去应对这些问题，进

而迈向更高程度的智能化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未来，伴

随着智能化技术持续走向成熟，新能源汽车产业会给全球

能源转型、环境保护还有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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