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驾驶加速
“飞入寻常百姓家”

2025年车市智能化竞争升级

春节刚过，用一个词来形容汽车行业，
那就是“火爆”。数字化、智能化领域新技
术你方唱罢我登场；生产车间的机器轰鸣
不停歇；新的一年，智能驾驶正在加速驶向
广大消费者，用业内普遍的说法是：智能驾
驶的元年来了。

2月9日，深蓝汽车举行全场景智能驾
驶解决方案发布会，率先打响了全民智驾
第一枪。2月10日，比亚迪继续开打全系
智驾。3 月份，吉利和奇瑞将先后召开智
能化发布会，发布其AI和智驾解决方案。
零跑汽车则喊出“智驾全民化”，计划在新
车B10上搭载激光雷达城区智驾，将端到
端智驾系统入门价格拉低至15万元以内。

中信证券的研报认为，2025年搭载领
航驾驶方案的乘用车新车销量有望冲刺
500万辆，对应渗透率超20%，进一步展望
2026年，搭载领航驾驶方案的新车销量有
望较2025年再增长60%—100%；预计2025
年搭载城区领航驾驶方案的新车销量有望
冲刺 300 万辆，在乘用车新车销量中的渗
透率有望达到 10%—15%，是 2024 年测算
值的2—2.5倍。

“过去几年里，全力推动智驾系统上车的
企业大多是小鹏、问界、理想等新势力车企，
其规模体量和比亚迪、吉利这样年销数百万
辆的传统车企仍有较大差距。随着传统车企
接连喊出‘全民智驾’的口号，智能驾驶有望

在2025年真正迎来快速普及的元年。”某新能
源车企规划部管理层人士崔野告诉记者。

“智驾已经不是选择题，是未来出行的
必答题。”深蓝汽车CEO邓承浩这样说道。

得益于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过去数
年当中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开始逐步成为影
响用户购车选择的核心配置，业界也普遍认
为，中国车市的竞争已从电动化的上半场转
移到了智能化的下半场。但目前智能座舱已
呈现出全面普及的态势，产品同质化较为严
重。而高阶智驾则受制于成本、技术等方面
的影响，目前仍旧主要集中在20万元以上售
价的产品，不同系统之间体验差异较大。

盖世汽车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 1—11 月，国内乘用车市场智能领航驾
驶系统累计标配量达 175 万套，其中高速
领航系统和城市领航系统分别为145.8万
套和29.4万套，对应渗透率分别为7.2%和
1.5%，但在 20 万元以下市场，领航系统的
渗透率仅为0.9%。

2025年开始，国内智驾的装车率将呈
现大幅提升的趋势。

随着几家大体量传统车企的推动，汽
车行业在产研供销等多个领域的固有逻辑
有望进一步改变。“目前，智驾普及的最大
阻碍是高昂的价格，大部分消费者没有机
会接触智驾。”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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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7日获悉，近日，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
盘龙城府河院区项目正式报建。该项目采取盘活存量资产方
式，由武汉市第六医院与湖北恒泰天纵控股集团合作，收购后
者开发的盘龙城天纵城企业中心，并改建为医院。

据微信公众号“中国医院院长”公布的信息，该院区总投资
10亿元，建设面积4.3万平方米，拟开放病床500张，整体改造
将遵循“同质管理、错位布局、优势互补、整体发展”原则，打造
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
教学医院，力争2025年10月正式启用。

对于将商办物业改建为医院的原因，中指院华中分院分析
师李国政向记者表示，近年来商业地产租售情况表现不佳，武
汉远城区商办项目经营压力更大。本次武汉方面将低效利用
的写字楼物业，改建为三甲医院，是一次成功的创新突破。

“一方面，这可以盘活商办存量资产，减轻企业经营压力，
同时缓解了区域市场商办供大于求的状况。另一方面，此举有
效增加了优质医疗资源，方便了周边5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不
仅有助于完善新城区的高品质生活配套，提高了区域价值和城
市功能，而且有利于房地产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李国政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据财联社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7日公布数据显示，2025年1月，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101.5万辆和9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9%和
29.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38.9%。

中汽协会数据显示，1月份，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245万
辆和242.3万辆，产量同比增长1.7%、销量同比下降0.6%；我国
出口汽车47万辆，同比增长6.1%。

“我国汽车行业迎来平稳开局。”中汽协会副秘书长陈士华
说，相信随着以旧换新等系列政策出台落地、深入实施，汽车行
业将稳定发展。 据新华社

记者17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工
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
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提出
到2027年，我国新型储能制造业全链条国
际竞争优势凸显，优势企业梯队进一步壮
大，产业创新力和综合竞争力显著提升，实
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新型储能制造业以新型电池等蓄能
产品和各类新型储能技术为主要领域，也包
括电力电子器件、热管理和能量控制系统等
的生产制造，近年来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产
业链体系加速完备。印发行动方案，旨在构
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能源等增长引擎，推
动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方案提出新型储能技术创新、产业协
同发展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示范应用
场景拓展、产业生态体系完善、贸易投资合
作提升六大专项行动，明确鼓励发展多元
化新型储能本体技术，支持突破高效集成
和智慧调控技术，重点攻关全生命周期多
维度安全技术，鼓励新型储能以独立储能
主体参与电力市场，加快建立新型储能电
池安全风险评估体系。

方案提出，面向中短时、长时电能存储
等多时间尺度、多应用场景需求，加快新型

储能本体技术多元化发展，提升新型储能
产品及技术安全可靠性、经济可行性和能
量转化效率。加快锂电池等成熟技术迭代
升级，支持颠覆性技术创新，提升高端产品
供给能力。推动超级电容器、铅碳电池、钠
电池、液流电池等工程化和应用技术攻
关。发展压缩空气等长时储能技术，加快
提升技术经济性和系统能量转换效率。适
度超前布局氢储能等超长时储能技术，鼓
励结合应用需求开发多类型混合储能技
术，支持新体系电池、智能电池、储热储冷
及新型物理储能等前瞻技术基础研究。

方案提出，加强锂电池等产能监测预
警，防范盲目投资和无序发展风险。组织开
展新型储能制造业发展战略研究，引导企业
把握发展节奏，结合区域内产业基础、市场
需求等情况，合理制定产业发展目标，有序
部署产业规模。引导储能电池及关键材料
企业向可再生能源富集、矿产资源充足、运
输条件便利、基础设施完善、应用场景丰富
的区域聚集。支持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
大湾区、成渝地区、呼包鄂地区、海峡两岸融
合发展示范区等地聚焦新型储能领域，培育
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构建战略引领、
创新驱动、专业赋能的产业发展格局。
文图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客户端、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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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神行PLUS电池”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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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人员近日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利用
人工智能（AI）设计出了具有天然酶关键特征、可介导多步反应
的全新的酶。业内专家评价其为“酶工程领域的一个里程碑”。

酶是一种高效生物催化剂，广泛应用于医学、化工、农业等
领域。然而，大部分天然酶制备困难，稳定性差，催化条件苛
刻，难以大规模应用。如何设计出具有高催化活性和选择性的
人工酶成为全球科学家的共同难题。

据美国华盛顿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介绍，其早期研究主
要专注于调整现有酶的结构，以创造出催化效率更高或具有不
同功能的新酶，可这种方法很难得到可介导多步反应的高效酶。

研究人员说，他们此次借助多种AI工具，设计出了一种可
介导多步反应的丝氨酸水解酶，这种酶的催化效率比之前设计
的类似酶高出6万倍。丝氨酸水解酶是一类在催化水解反应
中起关键作用的酶，天然的丝氨酸水解酶参与许多生物过程，
包括消化、脂肪代谢、凝血等。

英国《自然》杂志文章援引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
佩恩分校合成生物学家赵惠民的话说，这是酶工程领域的一个
里程碑，表明现在有可能设计出具有类似天然酶活性的酶，并
将其投入实际使用。

研究人员表示，虽然此次只是实现了原理验证，新设计的
丝氨酸水解酶在效率上仍不及天然的丝氨酸水解酶，但他们希
望进一步调整酶的结构以提高催化效率，使这项技术更接近实
用，比如设计出用于分解塑料的酶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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