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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亦庄启动自动驾驶载人载物测试

商务部：新能源汽车出口
有望保持快速增长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濮振宇）12月30
日，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发布《中国汽车贸易

高质量发展报告（2019）》（以下简称《报

告》）预测，未来几年我国汽车贸易发展将

呈现中国品牌汽车企业加大海外市场布

局、外资品牌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新能

源汽车领域加快“走出去”步伐、二手车出口

潜力进一步释放以及进口汽车向品质化、新

能源化发展。

在中国品牌海外布局方面，《报告》认为，

随着汽车产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市场持续

低迷，骨干中国品牌车企正在加快制定和实

施出口和国际化发展战略。据不完全统计，我

国汽车企业海外工厂产能已超过150万辆。上

汽集团计划2020年汽车出口及海外销量达到

35万辆。

在外资品牌汽车出口方面，《报告》认为，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扩大，整车企

业合资股比的逐步放开，主要外资品牌汽车

企业正在酝酿调整全球市场战略布局，通过

控股现有合资公司或独资建厂等手段，有望

扩大在华生产汽车及出口规模。

以东风悦达起亚为例，该公司计划持续

加大新能源汽车领域研发投入，扩大出口产

品阵营，促进销售多元化，重点开拓”一带一

路”国家及新兴市场。2019年计划出口超过两

万辆，2025年有望超过10万辆。

在新能源汽车“走出去”方面，《报告》认

为，随着主要国家节能减排法规日趋严格，新

能源汽车将逐渐成为未来汽车市场增长的主

要领域。未来几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有望

保持快速增长，将成为拉动我国汽车贸易稳

定增长的新兴力量。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99.3%。其中，比亚迪等新能源客车已批量

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以及智利、秘鲁、巴西

等新兴市场，2018年新能源客车在欧洲市场

占有率超过20%，在英国市场占有率超过

60%。

在二手车出口方面，《报告》认为，随着我

国汽车产品质量不断提升，二手车车况明显改

善，中亚、非洲、东南亚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对于

价格便宜、质量可靠的二手车需求量很大，我

国二手车对新兴市场出口潜力较大，二手车出

口还将带动汽车配件和维修服务出口。

今年10月，商务部、公安部、海关总署联

合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二手车出口工作有关

事项的通知》，简化二手车出口异地转移登记

手续，出口许可证由“一车一证”改为“一批一

证”，适用全国通关一体化模式。业界普遍认

为，相关政策彻底打通了二手车出口通道，目

前国内二手车出口已不存在政策障碍。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

示，国家出台二手车出口相关政策对二手车

经销商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二手车经销

商能够借此批量化收储和国际运输二手车，

进而可以真正高效地开拓海外市场。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王晨婷）12月30
日，北京自动驾驶载人载物测试在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启动。北京市自动驾驶测试管理

联席工作小组向申请载人测试企业百度公司

的40辆车发放了北京市首批自动驾驶载人测

试通知书。这也标志着自动驾驶实现从技术

验证到产业化运行验证的突破。

同时，北京市也第一次开放了自动驾驶

车辆测试区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开放40

平方公里区域作为自动驾驶车辆测试区，共

计111条道路，总里程322.46公里。除学校、医

院、写字楼集中的路段未开放，基本实现了全

区域开放。百度公司随即开始在刚刚开放的

亦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区域开展测试。

“这批车辆累计自动驾驶路测里程在10

万公里以上，满足了北京市对于开启载人测

试的里程要求。北京市严守安全为底线，分阶

段、分步骤推进载人载物测试。比如满足10万

公里，可以开始第一阶段的载人测试，即允许

自己公司的劳动合同人员、劳务人员进行验

证工作；第二阶段向全社会招募，则要求里程

达到50万公里，事实上50万公里已经可以验

证技术本身是安全可靠的。”北京智能车联产

业创新中心副总经理吴琼介绍。

截至2019年12月，北京已开放自动驾驶

测试道路151条，共计503.68公里，道路长度

全国第一。目前，北京已为13家自动驾驶企业

77辆车辆发放了道路测试牌照，服务规模全

国第一。安全测试里程超过100万公里，测试

里程全国领先。

在机制和政策保障方面，北京市交通委科

技处处长葛昱介绍，北京在全国率先探索自动

驾驶测试的管理机制，设立北京市自动驾驶测

试管理联席工作小组，实现政府跨部门协作，

支持自动驾驶产业创新。继2017年发布全国首

套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管理政策后，持续推进自

动驾驶测试工作。下一步还将秉承安全底线原

则，持续推进自动驾驶的工作，为企业创造安

全便利的测试环境，促进产业的发展。

12月13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北京市公

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和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

局联合修订发布《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

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与之前相比，新

修订的实施细则允许测试企业申请载人载物

测试、编队行驶测试。

“实施细则中允许载人载物测试，也为整

个自动驾驶产业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落地提

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可见未来商业落地的

雏形，同时也能消除普通公众对无人驾驶的

距离感和隔阂感。”吴琼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实施细则规定，一年内未发生测试主体

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及重大违规行为的测

试单位，可申请在北京自动驾驶测试道路上

开展载人载物测试。开展载人测试单位可招

募测试志愿者，并购买不低于200万元的座位

险或给每位测试志愿者购买不低于100万元

的商业保险，以保证测试志愿者的人身安全。

按照规定，上道路测试的自动驾驶车辆

应当取得临时行驶车号牌，并在指定的道路

进行测试；每天0-9时、17-24时以及雨、雪、

雾等恶劣天气、道路施工等情况下，禁止进行

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根据自动驾驶车辆

测试的有关规定，符合测试条件的车辆除

外）。对于违反规定的测试车辆由公安交管部

门依法进行处罚。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12月30日，法
拉第未来（FF）全球CEO毕福康从美国飞抵北

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公司将加速FF

91的中国量产计划，正与国内车企进行合作

洽谈，而公司创始人贾跃亭正在进行的破产

重组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影响。

据了解，毕福康担任FF公司CEO职位后

最主要的工作是融资和FF91量产上市，而他

此次来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与中国的

投资机构洽谈以及会见国内的车企洽谈FF

91在中国的量产。他透露，“目前在中美资本

市场上，有很多资本想要投资FF公司。我们非

常有信心完成公司融资计划”。

这一天恰逢国产特斯拉Model3在上海

超级工厂正式交付，毕福康说，如果一切顺

利，未来FF91将与特斯拉在中美两大市场竞

争。“我们进入中国市场的战略，同其他的合

资品牌有所不同。中国有不少汽车生产制造

厂的产能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所以FF不准备

去进行重资产投资来重新建工厂。我们会寻

求合作伙伴来生产我们的产品。”

根据FF公司此前公布的计划，FF91将于

明年交付到首位订单用户手中，初期年产能为1

万辆，根据订单情况最大扩充到年产10万辆产

能。FF91车型售价将在20万美元左右，而同平

台生产的FF81车型将采用更小尺寸和稍短一些

的续航里程，通过更低的价格来获取更多销量。

FF81的定位类似于特斯拉ModelS，将在明年

底实现预量产。毕福康表示，FF正在跟政府以及

其他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密切的谈判。

据毕福康透露，FF将会参与2020年的

CES展会，而他本人也将在CES期间出席一些

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论坛，向外界宣布FF的

未来规划。

毕福康认为，虽然FF91迟到了，但它的

产品功能以及软件性能并不比最新发布的特

斯拉以及现在市场上发布的新能源车型弱。

“相反，FF91的产品性能能远远超过特斯拉、

保时捷等车型。其中，FF91的动力总成、电池

包技术仍然领先于一个时代。”

据悉，FF在中美两地提交申请专利接近

2000件，获中美颁授专利近400件；这些专利

涵盖三电系统、自动驾驶等领域。

此前，贾跃亭破产重组计划出现了一些

波折，案件也被转移到加州法院审理。这一情

况被外界认为是贾跃亭的重组计划遇到了阻

碍。对于这一情况，毕福康再次重申：贾跃亭

的个人破产重组计划不会对FF公司带来任何

影响，公司目前的工作都在按照原定计划有

步骤地执行。据他介绍，大部分债权人对贾跃

亭的重组计划都非常支持，特别是在亲身体

验到FF91的功能后，其中有两名债权人表

示，不管贾跃亭的重组计划结果如何，他们将

继续投资FF，尽快支持FF91量产。

正与国内车企洽谈
FF确认FF91中国量产

国内家电大规模召回案例

2016年

Ariston、Indesit旗下的滚筒式干衣

机因存在问题召回了3211台

2017年

虎牌 IH电饭煲召

回了29245台

小狗电器旗下的智能吸尘器召回了3185件

2018年

扬子空调召回了74套、

日立空调召回了230套

华帝旗下的燃气快速热水

器召回了10166台

荷兰Royal�VKB的多功

能热水壶召回了66件

“史上最严”召回政策 家电业洗牌将至

千呼万唤始出来

此次《召回规定》将消费品定义为“消

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的产品”，电视

机、空调器、电冰箱、洗衣机等大小家电、厨

电等全部家电产品均受到这一规定的制

约，相关缺陷产品面临生产者必须要召回的

强制规定。

这意味着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例行抽

查中出现的质量不合格、能效不合格等家电

产品，均有可能被要求召回；用户在使用过

程中发现的产品安全、质量问题，如果呈现

批量化特征，生产企业也将被强制承担“召

回”责任。

对家电缺陷召回的相关规定一直以来

都未得到真正地落实。2010年7月，相关部门

曾发布《家用电器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征求

意见稿）》，规定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家用

电器产品履行召回义务，销售者、修理者等

相关经营者应当协助并配合生产者履行召

回义务，未按规定实施召回的，处以3万元以

下的罚款，但这一规定之后并未得到实施；

而2016年1月1日实施的《缺陷消费品召回

管理办法》，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

层级较低，仅在实践中起到指导规范作用，

缺少强制力。

为了加强消费品安全管理，规范缺陷消

费品召回，切实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了《消费品召回管理

规定（征求意见稿）》，自2019年2月起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11月8日，《消费品召回管理

暂行规定》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9年

第14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

有知情人士透露，此次实施方案将是

“史上最严”的召回规定，要求生产者自召回

计划报告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以便于公众

知晓的方式发布召回信息，并接受公众咨

询，此外，其他经营者应当在其门店、网站等

经营场所公开生产者发布的召回信息。

消费投诉“重灾区”

《召回规定》指出，所谓“缺陷”是指因设

计、制造、警示等原因，致使同一批次、型号

或者类别的消费品中普遍存在的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召回”则是指生产

者对存在缺陷的消费品，通过补充或者修正

警示标识、修理、更换、退货等补救措施，消

除缺陷或者降低安全风险的活动。

事实上，家电产品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

“重灾区”。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今年

三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受理商品类投诉

103219件，其中家用电子电器类共31395

件，占商品投诉总量的30.42%，位居商品类

投诉第一，其中1/3是质量问题相关投诉。

北京商报记者经调查了解到，以彩电为主

的黑电产品，普遍遇到的问题都是屏幕显示故

障；而冰箱、洗衣机等白电产品则以漏水、不制冷

等问题为主；不少空调、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产

品能效不达标；而像微波炉、扫地机器人、吸尘器

等小家电存在的质量问题就比较多样化。

但相较于汽车、PC等行业，家电真正实

现召回的案例并不多。数据显示，2015年至

今的较大型家电产业召回事件不超过10起；

2016年Ariston、Indesit旗下的滚筒式干衣

机因存在问题召回了3211台，华帝旗下的燃

气快速热水器召回了10166台，荷兰Royal

VKB的多功能热水壶召回了66件；2017年，

扬子空调召回了74套，日立空调召回了230

套，虎牌IH电饭煲召回了29245台；2018年

小狗电器旗下的智能吸尘器召回了3185件。

此外几乎没有其他召回事件。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指出，此前家电召回

多是在家电出现大批次质量问题时，或者家

电的质量问题被媒体、监管部门曝光时才不

得不进行的强制召回，而由生产厂家发现问

题而进行的主动召回很少，而国家级和省级

监管部门对抽检不合格的产品，通常是要求

涉事企业下架相关商品和整改。

加速小作坊淘汰

从产品本身来看，《召回规定》实施后，

不同品类家电受到的影响将会有所不同。黑

白大家电等成熟品类相对而言受的影响会

小一些，毕竟其在生产、品控上的技术更完

善，品牌集中度也比较集中，产品多来自大

品牌；新兴品类、小家电或受更大影响，新兴

品类发展不成熟，很多还处在初期探索阶

段，而小家电，由于品牌分散、门槛低，一度

是问题产品的“重灾区”。

而对于行业和消费者来说，《召回规定》

将在一定程度上规范行业发展。“强制性的召

回政策出台，会倒逼家电企业从产品定义、设

计、生产制造、流通等环节加强质量合规性，

这不仅可以减小产品出问题的频率，还能提

升相关产品的实际表现。长久来看，这会逐步

提升家电行业产品的质量表现，对行业起到

很好的规范作用。”产经观察家丁少将说。

洪仕斌也表示，很多发达国家都有召回

制度，并且是硬性制度，而中国在这方面还

处于成长期，明年开始实施《召回规定》后必

将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

对于《召回规定》的实施，家电企业都表

达了支持的态度。创维空调国内营销本部总

监甘建国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意味着，家

电产品不仅生产企业要负责，经销商也要负

责，对消费者起到了保护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召回规定》还会加速末

位淘汰。随着行业整体更加注重在生产制

造、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投入，对于一些在这

方面没有什么积累的企业将会是重大打击，

这一过程中会加速淘汰一部分质量合规性

不好、没有研发实力或售后服务的企业。丁

少将认为，“‘小作坊’们因为抗风险能力本

身较差，会比某些大品牌面临更大挑战；由

于在资金等方面的能力有限，在重新注重品

控、技术的过程中，也会相对艰难一些”。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2020年1月1日，《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召回规定》）将正式实施，这项规定也被称为“史上最严”召

回政策。尽管家电产品一直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召回制度，一直没能实现有效的主动性召回。

《召回规定》的实施将起到规范生产、倒逼研发、品控的作用，出台之初还会一定程度上淘汰落后企业、净化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