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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成渝中部高速公路

打造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科创走廊

袁家军书记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

会议第七次会议座谈会上强调“协同培育现代化产业体系，携手

打造先进特色产业集群，共建成渝中部地区科创大走廊”。智能

网联汽车是成渝双城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主攻方向之一，是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的重要突破口。依托

G93、G5013、G85等成渝中部地区高速公路，通过完善沿线新

能源设施、丰富智能汽车公路应用场景、升级智慧公路基础设施、

引导科创资源沿线集聚等举措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打造专业化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创走廊，培育世界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有利于深化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培育现代化科创高地。

一、基础条件

（一）国内外积极依托交通科创走廊带动产业升级

依托交通要道联结多个科创节点打造科创走廊，以科技创新

带动产业升级，正在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下建设

“世界领先高地”的新形态。美国波士顿 128号公路、加州 101



- 2 -

公路（硅谷）、英国M4公路等科创走廊享誉全球，我国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广深港澳科创走廊积极探索建设全球科创高地。

G60科创走廊在 2016年由上海市松江区提出，经历了 1.0版-G60

上海松江科创走廊、2.0版-沪嘉杭 G60科创走廊，以沪苏湖铁路

建设为契机，2019年 G60科创走廊正式迈入 3.0版-高铁时代的

九城共建科创走廊。2019年以来，松江、嘉兴、杭州、金华、

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一廊九城”GDP 总量占全国

比重从 1/16上升到 1/15，市场主体数量占全国比重从 1/18上升

到 1/15，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比重从 1/12上升到 1/8，登陆

科创板企业数量占全国的 1/5，进出口额超过全国 1/8。九城市

PCT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增长 163.4%、占全国总量的 1/9，占全球

总量的 2.85%，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量占全国的 16.2%，九城

市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55%，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综合发展水平

接近国际创新集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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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总体空间

（二）重庆具备打造智能网联汽车科创走廊的基础条件

一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实现集群化发展。重庆已集聚 16

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在纯电动、插电式、增程式、

氢燃料、换电式等多种技术路线全面布局，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条，多个新兴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加速崛起；集聚了 200余家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企业 1000多

家，年产值 2400亿元，具备发动机、变速器、制动系统、转向

系统、车桥、内饰系统、空调等各大总成完整的供应体系，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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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率达 72%，汽车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二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应用场景不断丰富。重庆以场景建

设支撑产业发展，加快建设国家级车联网先导区、国家新能源汽

车换电模式试点城市，创建国家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永川

区 2021年获批重庆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已经取得全国

首个全车无人化示范运营资格，以“百度-盼达自动驾驶示范园

区”为试点探索实施自动驾驶车辆在小范围内共享出行应用。重

庆高速在静观、梨花山、围龙、珞璜、大路等 5个服务区打造全

国首批高速公路服务区示范换电站，依托成渝扩能工程打造“智

能重卡换电走廊”。“成渝氢走廊”建设正式启动，“西部氢谷”

集聚德国博世、庆铃汽车、国鸿氢能等头部企业。

重庆、成都两核之间综合交通廊道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发展迅速，科技创新资源丰富，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科创走廊基础条件扎实。重庆充分整合沿线产业智能网联产

业创新资源，利用 G85成渝高速、G5013渝蓉高速、G93成渝环

线串联各主要科创节点、产业园区，推动以“科创+产业”为主

体的跨区县一体化平台合作，辐射带动沿线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业梯次分布，将成为成渝地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全球

科创竞争的有力工具。

二、主要挑战

一是公路新能源供给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目前重庆累计建成

充电站 2000余个，充电桩超过 10万个，但充电站密度仅 78个/



- 5 -

万公里，与广东 1746个/万公里、浙江 1120个/万公里、湖北 263

个/万公里、四川 245个/万公里仍有差距。建成公共区域换电站

105座，约为浙江的 56%、广东的 40%。重庆高速公路服务区充

电站覆盖率超过 80%，浙江已经实现 108个高速服务区与停车区

充电基础设施全覆盖，四川预计 2023年底实现高速服务区充电

设施全覆盖。

二是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公路协同化水平有待提升。重庆智

慧公路建设正处于高速发展期，G5021石渝高速公路涪陵至丰都

段是全国规模最大、路线最长、路况最复杂、场景最全的车路协

同项目，川渝积极推进成渝扩能、渝遂等智慧高速公路项目的智

慧高速协同试点。与此同时，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应用场景仍集中

于基于单车的智能化提升，几乎没有能够实现车路交流的智能化

功能，车辆间的智能协同、交流配合无法实现，导致智慧公路下

各类应用场景难以落地。

三是产学研创新资源聚集能级不足。目前重庆市汽车制造、

交通科技等领域科技创新整体仍处于跟跑地位，有研发机构和研

发活动的企业占比不高，新材料研发、关键核心零部件、基础软

件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汽车制造产业零部件制造企业研发

能力相对较弱，关键零部件制造技术有待进一步提高，整车与零

部件系统集成、整车安全、新一代动力电池、燃料电池、电动车

专用底盘、自动驾驶系统、智能网联系统、核心芯片、关键零部

件模块化开发与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还有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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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开放协调的体制机制尚未建立。成渝两地及沿线各区县

尚未建立起跨省域、多层级、条块联动的合作体制机制。成渝地

区在传统制造业、电子信息等产业布局上具有一定相似性，打造

科创走廊仍需深化体系机制创新，形成产业链向下游合作和沟通

机制，减轻行政分割，避免重复竞争。在科创投入阶段，尚未建

立创新收益共享机制，不利于激发区县科创能动性。

三、有关建议

（一）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智慧升级，推动路产深度融合

一是完善与汽车产业配套的专业化运输服务体系。结合交通

干线与汽车产业需求，在高速服务区完善商品车运输车停车区等

配套服务设施，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和沿线利用闲置土地布局建设

高标准新能源汽车智慧物流园，提升整车运输、多式联运、零部

件物流、维修保养、新能源供给功能等专业化服务功能。二是完

善高速公路新能源设施供给。加快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

全覆盖，结合高速服务区流量数据，加密成渝中部高速公路充电

桩，按照每 50-100 km推动换电站布局，推动高速服务区加油站

向“油气氢电服”综合能源站转型。三是推进高速公路智慧化升

级。建立交通主管部门与主机厂、用户的合作机制，统筹成渝中

部高速全线智慧化设施管理与信息服务，建设与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相配套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搭建分米级高精度动态地

图平台，完成数字化全要素精确感知，带动更多智能交通、零碳

交通场景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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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托核心交通走廊开展试点示范，丰富多维应用场景

建议市政府针对以下服务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设施改造

提升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打造不同场景下的公路+科技融合示范

走廊。一是打造 G85 成渝绿色物流科创示范走廊。面向港口多

式联运、商品车整车运输、电子信息产品运输等专业物流需求，

提升成渝沿线光伏电站、换电站、充电站、特殊车辆停车区等配

套设施，引导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与物流企业联合开展换

电货车、无人驾驶货车编队运输示范。二是打造 G5013 成渝车

路协同科创示范走廊。根据道路线形和参数合理设置编队测试路

段，提升水平 LED 板、高精度北斗定位系统等完善的路侧配套

基础设施，组织车路协同互联互通测试及特定场景规模应用。组

织交通部门和汽车龙头企业共同开展协同研发、联合测试，建立

相应的测试法规和标准，创新由政府财政资金、金融工具、主机

厂和核心零部件企业付费等多渠道的投资回报机制。三是打造

G93成渝氢能源汽车科创示范走廊。构建以绿氢为主的氢能基础

设施网络，加密成渝高速沿线加氢站布局，创建以中远途、中重

型商用车为引领的示范应用场景，与沿线物流园区与企业合作，

支持企业采购应用氢燃料货车，对沿线氢能货车的行驶通行费实

施优惠政策。

（三）完善科创走廊合作体制机制，强化聚集辐射带动

一是建立成渝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创走廊合作机制， 完

善成渝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创走廊顶层设计，按照“整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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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步实施”，以制度创新为重点，前期重点推进重庆高新区、永

川高新区、荣昌高新区建立高新区合作试点，推动在高速公路沿

线布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创园区、研发中心和生产流通基

地，畅通人才、资本、创新等要素流动，提升沿线高速公路服务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设施专业化水平，推动出台支持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个人出行、公开路测、商业化运营等一体化政策。二

是建立成渝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创走廊交通新基建协同研发

制度，发挥重庆高新区带动作用，联合成都高新区，推动建设智

能网联产业协同创新应用中心，围绕“聪明的车”、“智慧的路”、

“实时的云”、“精确的图”等智能网联基础设施体系进行集中攻

关与应用，探索共建荣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示范基地，建立统一的技术交易市场和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机制，

为科创走廊的协同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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