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经开区发展四阶段

1991年—2002年
创建探索阶段

神龙汽车项目落地武汉，武汉经开区破

土开建，初步完成资本积累、人才积累、经

验积累。

世界500强企业东风集团总部迁入武汉

经开区，东风本田、东风乘用车、美的、格

力等国内外知名企业陆续入驻开发区，地区

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综合实力迈入国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前列。

武汉经开区设立七大园区，实施体制机

制改革，成功引进东风云峰、吉利等一大批

重大项目，产城融合、创新驱动取得新突

破，工业产值站稳3000亿元大关。

构建“汽车＋产业”模式，引领新能

源、新材料、软件、芯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集群化发展。

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产业，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产业，

实现从“一业独大”到“多业支撑”转变。实现从“一业独大”到“多业支撑”转变。

大力发展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产业，

实现从“一业独大”到“多业支撑”转变。

工委、管委会整体搬迁到军山地区，推工委、管委会整体搬迁到军山地区，推

动产业、城市、人口加速提升，围绕军山新动产业、城市、人口加速提升，围绕军山新

城打造车谷副城核心区，二次创业再出发，城打造车谷副城核心区，二次创业再出发，

再造一个新经开。再造一个新经开。

工委、管委会整体搬迁到军山地区，推

动产业、城市、人口加速提升，围绕军山新

城打造车谷副城核心区，二次创业再出发，

再造一个新经开。

2003年—2013年
快速发展阶段

2014年—2020年
 转型提升阶段

2021年至今
 二次创业阶段

证券时报记者 安宇飞

从“一辆车”，发展到“一座城”。三十

多年前，承载着发展轿车产业的国家使命，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武汉经开

区”）应运而生。如今，作为“中国车谷”，武

汉经开区已经汇聚 10家整车企业、14座整

车工厂，新能源汽车产能达到 147万辆，并

在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等多个领域崭露锋

芒。这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起步、追赶、转

型，再到超越发展历程的生动例证，更是武

汉经开区不断探索、创新突破的辉煌见证。

从传统制造，跃升为智能制造。立足

当前，在汽车产业格局重构的新时代及“换

道超车”的关键时期，“中国车谷”如何实现

汽车产业链的蝶变式发展？近日，证券时

报记者来到长江之畔，探寻中国汽车产业

发展的“武汉答案”。

【起步】
三大合资企业齐聚
铸汽车发展“底盘”

“二十多年前谁不想拥有一辆神龙富

康988，那时候它可是‘神车’，跟桑塔纳、捷

达一起被称为‘老三样’。”在江城武汉，一

位网约车司机向记者感慨。

武汉经开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向记者表

示，武汉经开区当年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

为了承接中法合资的神龙汽车项目，也承

载着中国发展轿车产业的历史使命。由于

轿车产业产值高、对产业链带动强，很多城

市都围绕神龙汽车项目进行过“争夺战”，

武汉凭借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及良好的工

业基础等优势脱颖而出。

1991 年，东风汽车与法国标致雪铁

龙集团合资的神龙汽车项目落地武汉，

武汉经开区在沌口破土开建。随后，神

龙汽车 30 万辆轿车工程项目开工建设，

刷新了当时中国汽车轿车项目的规模纪

录，也为武汉经开区的汽车产业发展铸

造了“底盘”。

至此，武汉汽车产业距离真正腾飞，还

差一场“东风”。2003年，东风汽车不仅将

公司总部搬到了武汉经开区，还先后与日

产、本田在武汉经开区成立合资车企。这

意味着，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日本日产、

日本本田三大世界级汽车企业在武汉经开

区“聚首”，让武汉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国际

汽车产业重镇。

“中国乘用车市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完全是白手起家。在早期追赶阶段，中国

汽车产业需要‘用市场换技术’，无论是东

风、一汽还是上汽，都以和国外车企成立合

资公司的方式寻求发展。”北京社科院副研

究员王鹏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合资车纵横天下的时代，武汉经开区

乘风而起，跃升为“中国车谷”。这从东风本

田的发展速度可见一斑，2003年落地武汉经

开区后，它从只有一条年产能不足3万辆生

产线的企业，发展成如今拥有4座工厂、整车

年产能超过百万辆的“庞然大物”，成为了武

汉首个年销售额突破千亿元的车企。

从最初面积仅有 10平方公里、被芦苇

和沼泽包围的黄土地，到如今总面积近500
平方公里的“汽车之城”，武汉经开区在过

去的 33年间实现了飞跃式发展。2023年，

武汉经开区工业总产值超过 3600亿元，占

到了武汉工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武汉经

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产业已

经连续 13年成为武汉市第一大支柱产业，

而武汉经开区一直是武汉汽车产业的主战

场和主支撑。”

【换挡】
加速跑开辟新赛道
塑“三足鼎立”格局

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武汉经开区汽

车产业发展韧性受到了考验。近年来，随

着新能源汽车一路高歌猛进、国产新能源

车企迅速崛起，合资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

持续缩水，曾经“靠合资车打天下”的武汉

经开区也面临着发展新命题。

据武汉市统计局数据，2017年武汉汽

车产量为 189.8万辆，之后一路下滑，到了

2023年，武汉汽车产量为121.4万辆，6年间

产量骤降了36%。

面对汽车行业大重构的竞争格局，武汉

经开区选择加速向新能源转型，进行“换道

超车”。10月11日，东风本田新能源工厂在

武汉经开区正式投产，这是本田在全球的首

个新能源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总投资约40
亿元，预计年产能达12万辆新能源汽车。

推动本地车企电动化转型的同时，武

汉经开区还积极“筑巢引凤”，吸引全球车

企布局。2020年，吉利集团在武汉经开区

投资 80亿元建立了路特斯全球智能工厂。

路特斯是全球最早的超跑品牌之一，起源

于英国。

武汉经开区管委会负责人向记者表

示，近年来武汉经开区积极抢占新能源与

智能网联汽车新赛道，落地了岚图、路特

斯、猛士等七大新能源整车厂。2024年1—
9月，武汉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131%，目前全区新能源汽车总产能已经达

到147万辆。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虽然汽车行

业向电动化转型的趋势不可逆转，但在全

球汽车市场中，燃油车仍有一席之地。

2024年9月，中国燃油乘用车零售量94.3万

辆，实现环比增长。在出口方面，今年前 8
个月，中国共向海外出口乘用车超 300 万

辆，其中燃油车的出口销量是新能源汽车

销量的2.6倍。

上述负责人表示：“目前武汉经开区汇

聚了东风本田、东风乘用车、猛士、岚图、路

特斯、神龙等汽车品牌，初步形成了国家

队、合资品牌、新势力‘三足鼎立’的发展格

局。在新能源汽车产品矩阵上，实现了从

合资到自主、从主流到高端豪华产品的全

方位覆盖；从动力类型上看，燃油车和新能

源车呈‘两翼齐飞’局面。”

【提速】
从车企走向产业链
让“产业长江”奔涌

武汉经开区的转型并未停留在引入

新能源车企、落地新能源工厂层面，它还

向产业链进行纵向延伸，大规模引入汽车

零部件企业，形成了“汽车+产业”的发展

新模式。

“我们把零部件摆在了和整车同样重

要的位置，大力实施‘零整比提升’计划，制

定了‘零部件 20条’等政策。今年 9月，我

们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

进入全国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公示名

单，是武汉市唯一入选的产业集群。”武汉

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增强自身在汽车产业的综合竞争

力，把汽车产业链中更多利润留在当地，武汉

经开区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采埃孚、安波福、艾

菲、爱机新能源等60多个关键零部件项目，把

汽车产业的“零整比”提升到了0.66:1。
关键零部件企业的引入，为车企的技

术创新提供了动能。路特斯集团 CEO 冯

擎峰表示：“目前多家武汉汽车零部件企业

不仅在投产之初就进入了路特斯的供应

链，也进入了工厂间的‘创新链’，零部件

企业跨领域的创新对路特斯全球智能工厂

起到了良好的赋能。”

武汉经开区向汽车供应链的延伸，也

让区内的整车企业拥有了更强的“成本竞

争力”。2024年 5月，武汉经开区开发并上

线了长江汽车供应链数字化平台，推动汽

车制造上下游企业快速对接、整合利用产

业资源。据了解，这个供应链数字化平台

已经帮助东风汽车降低了 3%—5%的采购

成本。

除促创新、降成本之外，汽车供应链

平台还为汽车出口“点亮灯塔”。2024 年

上半年，路特斯在全球共交付 4873 辆新

车，其中超过七成销量来自海外市场。

冯擎峰表示，长江汽车供应链数字化平

台帮助了路特斯加速电动汽车出口到海

外市场。

“依托长江供应链成熟的海外渠道和

供应链服务，我们可以预先获取订单需求，

实现产品前置，这不仅大大缩短了汽车交

付时间，也减少了我们的资金需求。部分

海外地区车主从下单到提车的周期，从以

前的3个月缩短到了25天。”冯擎峰表示。

武汉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现在长

江汽车供应链数字化平台已经上线了供需

对接服务、金融服务、物流服务、检验检测

服务、国际贸易服务等综合服务板块，累计

注册用户高达 1.7万户。湖北省 95%的汽

车产业企业都加入了这个平台，累计发布

供需信息近 1.7万条，累计促成对接金额超

100亿元。”

武汉经开区的汽车供应链平台，以“长

江”为名。6300 多公里的长江奔涌，经洞

庭、入武汉，转了一个大弯，冲刷出了一片

腹地，成就了今天的武汉经开区。如今，被

称为“中国车谷”的武汉经开区也和长江一

样进行了“转弯”，拓宽了发展汽车产业的

战略腹地，以“整车与零部件并重”的视野

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形成了奔流不息的

“产业长江”。

【变道】
锚定竞争“下半场”
构筑智能化“壁垒”

汽车行业的变局已至，上半场比拼“电

动化”，下半场要拼“智能化”。在上半场

“慢了半拍”的武汉经开区，下半场却“快人

一步”。乘车行驶在武汉经开区，时不时就

能看到白色车身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

跑在街道穿梭，展示着武汉的智能驾驶产

业实力。

武汉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武汉经开区是中部地区首个全域开放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道路区域，推动武汉市智能

网联汽车测试道路突破了 3400 公里。在

2023年国家首批“双智”试点考核、全国智

能网联测试示范区能力评估中，武汉经开

区均排名全国第二，这也推动武汉市正式

入选“车路云一体化”首批试点城市名单。

为了打造“自动驾驶第一城”，武汉让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落地生花”。亿咖通是深

耕“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制造”全价值

链科技公司，布局了智能驾驶计算平台、高

阶智驾芯片等多个领域。2022年 12月，亿

咖通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成为了首

家登陆美股的中国汽车智能化初创企业。

亿咖通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武汉的产

业集群让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更多的资源，得

以高效扎根，快速成长壮大。”

“武汉经开区大力推进汽车产业技术

创新，部分核心技术已经实现‘车谷造’。”

武汉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以芯擎科技

为例，它主导设计了国内首款7纳米车规级

智能座舱芯片“龙鹰一号”。近期，芯擎科

技全场景高阶自动驾驶芯片AD1000（星辰

一号）成功点亮，实现了国产汽车高端芯片

领域的又一突破。

近三年时间，武汉经开区高新技术企

业增长了4倍，省级以上研发机构数量实现

翻番，高新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提

高到了 45%。目前，武汉经开区已经汇聚

了东风悦享、亿咖通、华砺智行、芯擎科技

在内的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核心企业，成

为了中国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汽车产业的智能化，不仅仅体现在智

能驾驶和智能网联方面，也体现在制造领

域。10月11日在武汉经开区正式投产的东

风本田新能源工厂，是东风本田有史以来数

智化程度最高的工厂，配备了400多台机器

人设备和260多台AGV智能物流小车，导入

了全方位品质自动检测技术来提高工厂自动

化率。

在电动化上转型蝶变，在智能化上超越

领先，在汽车产业格局重构的时代，武汉经

开区已经筑起了属于自己的“竞争壁垒”。

武汉经开区主要负责人表示：“我们将打造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试验田，向产业转型要

潜力，向科技创新要动力，向对外开放要活

力，全力调结构、促转型、抓开放，巩固提升

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推动产业高端化、绿

色化、数字化，打造经济增长新引擎。”

回望过去的33年，武汉经开区从“一个

汽车项目”，到“一个产业集群”，再发展为“一

座时代新城”，产业发展的韧性得到充分展

现。千万年里，长江经过多次改道，仍奔流不

息。“中国车谷”的汽车产业，无论经历多少次

转型与变阵的考验，也将坚韧前行。

中国车谷的“追转超”之路
——探寻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武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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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武汉经开区的路特斯全球智

能工厂，一辆漆面闪亮的纯电超跑驶下产

线，将驶向全球市场。路特斯集团CEO
冯擎峰向记者表示，路特斯项目自筹建以

来，地方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安排专人

负责联系，不仅开辟了“绿色通道”，还帮

助企业“一条龙”解决了重点项目用地、用

工、基建等问题。

“路特斯从签约、落地，到建成、投产，

再到境外上市，武汉经开区领导班子高

度重视，在企业发展的多个关键节点亲

自带队调研协调、调度资源，为路特斯在

国内站稳脚跟，并逐步实现‘车谷造’新

能源汽车产品及成熟产业链的‘出海’提

供了极为宝贵的政策与资源支持。”冯擎

峰表示。

33年的发展历程中，武汉经开区经

历了汽车产业的“大变局”，却在招商引资、

服务企业方面保持着初心。2011年，世

界500强企业、全球排名前三的汽车零部

件供应商采埃孚集团到武汉经开区投资。

2024年，采埃孚再度投资武汉经开区，开

工建设了主动安全零部件研发生产基地。

能让同一家外资巨头不断追加投资，背后

是武汉经开区对营商环境数十年如一日

的优化。

“在政务方面，我们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开设了5
分钟简易事项的‘快办快结’窗口，覆盖500余项高频事项。

在金融方面，我们成立了规模达500亿元的车谷产业发展

基金，来支持重点产业、项目发展，还打造了‘车谷融资汇’

品牌，举办银企对接活动百余场，帮助数千户中小企业获

得银行授信贷款数十亿元。”武汉经开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表示。

武汉经开区对营商环境的优化，还渗透到了生活的点

滴。作为吸引外资的“强磁场”，全区常驻外籍人士近千名。

为此，武汉经开区还专门打造了“类海外生活环境”，引进

了爱莎国际学校、武汉亚心总医院、协和医院国际门诊等，

打造金域蓝湾国际社区。

以不变的服务初心应对产业的变局，这是武汉经开

区能实现“转型、超越”的“地基”。让全球企业家能在这

里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生活，才能在产业变革期永

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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