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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华为、小米等行业翘楚纷纷入

局新能源汽车，而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

制造和发展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2022年全国两会召开，不少人大代表都对

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建言献策，尤其是围

绕产业链生态方面，比如，小米公司董事长

雷军就建设新能源汽车碳足迹核算体系提

出四点建议，哪吒汽车创始人兼董事长方

运舟则建议统筹建设智能汽车操作系统生

态……在业内人士看来，搞好新能源汽车

就是搞好“人、车、桩”的生态关系，底层系

统、核算体系、芯片研发、充电布局等各个

环节都不能轻视。

产业链警惕“卡脖子”问题

从国产智能手机行业的发展轨迹中可以

看到，不管是操作系统还是核心零部件，企业

必须有自己的技术研发和积累才能避免被

“卡脖子”，正在发展中的智能汽车也是同样

的道理。

从系统层面来说，方运舟建议，为了避免

智能汽车重蹈智能手机被“卡脖子”的覆辙，

立即着手以中国智能汽车操作系统为核心的

生态建设，已经十分迫切。

他指出，智能汽车操作系统不是单一技

术点的简单突破，需要国家和产业底层逻辑

和上层架构相结合，需要一个基于汽车底层

操作系统的架构生态，需要建立一个从应用

生态、价值链生态、工具链和标准的生态体

系，需要产业链各方凝心聚力，以合力打造生

态的方式来寻求突破。

为此，方运舟建议，加快制定符合中国场

景定义的软件操作系统相关标准，建立行业

发展准则，在国际相关标准兼容的基础上，制

定出符合中国智能汽车发展特点和趋势的操

作系统标准和规范；加强操作系统内核等关

键技术攻坚，提高自主研发能力，研发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操作系统，为技术和产品的创

新提供技术保障；把操作系统纳入国家级项

目，引导行业和高校进行产学研重点技术难

关攻克；打造操作系统生态圈，培养操作系统

软件的相关人才，相关企业共同推进操作系

统的研发和应用，共同推进操作系统软件人

才培养的关键问题。

而在核心零部件层面，由于疫情影响，芯

片短缺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汽车行业首

当其冲，因此，完善整体布局、推动我国车规

级芯片产业快速发展迫在眉睫。

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建

议，短期优先解决“缺芯”问题，由国家相关监

管部门出手，系统布局，恢复秩序，防止一哄而

上乱象，中期完善产业布局，实现自主可控，自

主可控的供应链是支撑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必要条件；并建议国家统筹资源，进行

车规级芯片产业链部署，完善产业布局，支持

优势企业开展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将关

键零部件掌握在自己手里，构建产业人才的引

进与培养机制，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充电基建告别“野蛮生长”

充电基础设施是新能源汽车行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保障，根据充电联盟的数据，截至

2021年底全国电动汽车保有量640万辆，充电

桩保有量261.7万台，车桩比基本处于3：1的

整体水平，距离《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指南（2015-2020）》规划的车桩比1：1的指标

还有一定差距。

要持续增强我国新能源汽车国际竞争力，

推进大功率快充发展将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

时间内的重要发展方向。雷军在《关于加快新

能源汽车大功率快充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中

指出，当前我国公共充电桩中快充占比仅为四

成，且快充功率普遍较低，导致充电速度慢、排

队时间长、周转效率低等问题依然突出，难以

适应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

雷军就此提出三点建议：强化政策引领，

统筹推进大功率快充网络规划布局；组建国

家级创新合作平台，加强核心技术联合攻关；

加强建设服务保障，推动大功率充电基础设

施普及。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充电桩“野蛮生

长”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新电途科技总经理

王光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对运营商来说，

行业标准不统一、充电桩利用率低、区域性明

显、用户黏性不高、营收难是普遍问题；对车

主来说，找桩烦、充电难、体验不佳、重复下载

App依旧是常态；从行业整体看，供需双方有

效匹配不足、充电场站规划不合理、服务创新

不够都是行业发展历程中的“伤疤”。

因此，以“新电途”为代表的聚合充电平

台应运而生。据介绍，“新电途”整合了主机

厂、B端车服公司、充电运营商等产业上下游

资源，打破了不同充电桩之间的技术壁垒，与

当前高使用频次的超级流量入口进行连接，

推出业内独有的支付宝/高德/城市超级App

扫码充电模式，让各类“车平台”与“桩平台”

互联互通，实现“新电途”一码充电，解决了电

动汽车车主重复下载充电App、付款充值不

便等问题。

市场繁荣兼顾生态文明

在大力发展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同

时，也不能忽视该产业对生态文明的影响。

在《关于建设新能源汽车碳足迹核算体系

的建议》中，雷军指出：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和欧盟碳关税等贸易制度下，新能源汽车

低碳发展已成为汽车工业全球竞争的关键胜

负手，而完整、清晰、准确的碳足迹核算体系是

新能源汽车产业低碳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截至目前，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尚未

形成系统的碳足迹政策管理体系，虽然已发

布3批共24个行业核算方法，但尚未覆盖新能

源汽车全产业链。

雷军表示，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碳足

迹核算体系，支撑碳足迹精确管理、核算、

认证以及核查，助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双碳”目标的实现。他提出四点建议：建

立系统的碳足迹管理体系，全局指导新能

源汽车产业低碳发展；制定新能源汽车全

产业链碳足迹核算标准及方法；建立新能

源汽车碳足迹行业数据平台；完善碳足迹

认证、评级及激励机制。

充电运营商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在这方面，“新电途科技”的母公司朗新科

技联合生态合作伙伴推出了城市级“光储充”

一体化新能源场站解决方案，集光伏发电、电

能储存、电动汽车充电三大场景于一体，实现

“绿色充电，以光养桩”，打通了绿电从生产到

存储再到消纳的完整闭环，形成高效、良性的

“绿色循环”。经过测算，平均每100座场站可

满足1.2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实现交通

减碳14万吨/年。

王光星透露，未来“新电途”将持续接入

更多充电App，有机整合分散的充电桩资源，

并与有充电需求的车主实现精准配对，同时

依托能源数字化特色的“光储充”一体化充电

场站整体解决方案，持续构建全民参与、生态

共享的电动汽车充放电服务运营新模式，探

索绿色低碳的数字经济生态产业。

北京商报记者石飞月

天气回暖，全国各地迎来了赏花“高峰”。3

月6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多家OTA处获悉，随着

各地相继迎来晴好天气，赏花游逐渐变得火热

起来。近日，同程旅行联合墨迹天气共同推出赏

花指南，为人们踏青赏花提供参考。同程旅行大

数据显示，近一周内，“赏花”相关关键词搜索热

度环比上涨175%，其中，油菜花、樱花、桃花三

大花种遍布全国，最受游客关注。

同样，来自去哪儿平台的数据显示，2月以

“赏花”为关键词的搜索量比1月环比增长

260%；进入3月后，赏花游更加火热，近一周去

哪儿赏花类产品预订量比2021年同期增长1.5

倍。去哪儿度假产品运营负责人分析，今年赏花

仍以本地游、郊区短途游为主，全家出游、亲子

出游占比较高，广州、杭州、昆明、成都、重庆、武

汉、江西、无锡等都是热门赏花地。

从途牛旅游网春游产品的预订情况看，超

七成游客选择以一场短途周边游开启与春天的

美好约会。在行程安排上，半数以上用户更加青

睐2天以内的行程安排，进入2月下旬以来，每逢

周末便迎来一波预订、出游小高峰。

与此同时，“赏花经济”也在持续带动着周

边住宿市场的增长。

从酒店民宿的预订量来看，根据去哪儿平

台数据，2月最后一个周末，杭州西湖、灵隐寺、

杭州花圃等景点周边酒店民宿预订量较一周前

环比均增长30%以上；广州白云山景区周边酒

店民宿预订量环比上涨逾30%；重庆南山周边

酒店民宿预订量环比增长50%，黑山谷、缙云山

等近郊赏花地的酒店周末观景、亲子房间不少

早在周中就已经售罄。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分析，更加丰富的体

验内容、更加高质量的服务水平，也让游客不再

“走马观花”，更多游客选择在赏花地附近多住

一晚，带动了附近的酒店民宿预订量，提升了赏

花游的“含金量”。

与此同时，“赏花经济”也带火了乡村游。同

程研究院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内游客旅行

逐渐日常化。周末自驾到城市近郊的主题农场

赏花、踏青、采摘，到乡村住精品民宿享受周末

休闲时光，成为人们新的生活方式。以往，‘赏花

经济’受制于赏花停留时间短，产业相对较难延

伸。近年来，随着优质乡村游产品的不断丰富，

国内目的地或将赏花与采摘相结合，为游客增

加出游乐趣；或将赏花与当地古镇文化串联，形

成更丰富的出游线路；或将精品民宿和露营地

开进花海中，带动周边产业发展。”“与过去观光

游不同的是，如今人们更愿意在目的地多停留

一段时间，增加了旅游消费时长。”一位旅游业

内人士谈道。

这个春天给旅游业带来了一些新的气息，

不少旅企也在积极地做着布局。据了解，目前，

途牛年度大型营销活动“不负春光相约‘途’

中———3·23途牛旅游节”现已全面上线。途牛旅

游网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过程中，“323元精选

路线”“相约春光”“超级乐园”“超级周末”等丰

富的出游主题和涵盖跟团游、自由行、短途自

驾、门票、酒店等众多品类的一系列精选产品，

为用户的早春出游提供了更多样、更高性价比

的选择。

飞猪度假事业部副总经理周宁表示，人们

对旅游的要求已远不是拍拍照、发发朋友圈那

么简单，对“体验感”的追求蓬勃而细密，除服

务、价格、产品等基础因素外，还需要优质的消

费内容。推出赏花游新玩法，不仅是为了创造消

费需求，还能充分释放旅游商家在传统供给上

持续创新的意愿和潜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天气逐渐变暖，人们

更加愿意出门游玩，对于旅游的需求也会越来

越多。接下来，清明假期以及“五一”小长假的到

来，可能会使国内的旅游市场迎来一个出游小

高峰，逐渐向好发展。

但资深旅游专家王兴斌则持有较为保守

的观点：“根据目前的状况，由于疫情还在不断

地变化，所以人们出游更多会以自驾游为主，

一家人或是几个朋友一起出门踏青、赏花。在

未来一段时间内，大家出游还是会以本地游、

周边游为主。” 北京商报记者关子辰吴其芸

赏花季来临 旅游市场“望春风”

继开启茶饮外送业务后，海底捞开始

新一轮外送产品创新。3月6日，海底捞宣

布开启烧烤食材外送业务，目前已在北

京、成都等部分外送门店上线烧烤食材产

品，包括生肉串产品、烤锡纸菜品、烧烤小

料、烧烤工具等。其实，在食材供应赛道

上，海底捞一直在探索，此前就开了一家

线下食材供应超市。而在火锅市场竞争白

热化的情况下，海底捞也亟待从产品及场

景多个角度开启差异化布局以巩固市场。

外卖烧烤上新

海底捞的外送“菜单”中又多了一位

成员。3月6日，海底捞宣布上线烧烤食材

外送业务，目前在北京、成都等部分海底

捞外送门店推出，其他城市陆续开放中。

北京商报记者从外卖点单界面看到，

如今已经上线多款烧烤食材产品，其中包

括羊肉串、麻辣排骨串、奥尔良鸡翅串等

多款生食肉串，价格区间为20-28元不

等。同时，还增加了蒜蓉辣酱烤粉丝、蒜蓉

辣酱烤脑花等四款烧烤锡纸菜品，售价在

11-22元之间。除了烧烤食材外，还提供

瓦斯气、电烤炉、刷子、夹子等烧烤炉具与

工具。

其实，这并非海底捞首次对其外送业

务进行补充。去年11月，海底捞宣布茶饮

产品加入外送行列，在第三方外送平台搜

索“海底捞外送茶饮”即可下单。目前，北

京商报记者在海底捞外卖点单界面也同

样看到了“嗨茶饮”产品。

而对于烧烤食材品类，其实早在几年

前就曾试水过此类业务。北京商报记者联

系到海底捞，其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补充居

家消费场景需求，海底捞外送北京、成都部

分站点以及海底捞外送抖音小店增加了烧

烤食材。同时，随着天气回暖，海底捞外送

提供烧烤食材也能丰富踏青郊游等用餐场

景的选择。对于未来规划，海底捞表示会根

据市场情况做相应补充或调整。

延伸业务链

从增加烧烤食材品类不难看出，海底

捞正在对其外送业务进行品类延伸，同时

也是不断加码对于食材供应赛道的挖掘。

其实，海底捞如此看重外送业务与

其外送业务表现较为突出有一定关系。

外送业务一直是海底捞公司收入的主要

来源之一，海底捞曾在财报中表示，其绝

大部分收入分别来自经营餐厅、外卖业

务和调味品及食材销售。尤其是在疫情

期间，海底捞的外送业务表现突出。根据

海底捞财报显示，2020年上半年，海底捞

集团实现收入97.6亿元，占总收入的比重

由1.6%增至4.2%。而随着疫情好转，堂食

就餐率提升，其外卖业务仍表现较为稳

定。截至2021年上半年，海底捞外送业务

营收达3.46亿元。

另外，此次布局也再次显露出海底捞

对于食材供应市场的“野心”，同时也似乎

有种“秀肌肉”的意味。零售管理专家胡春

才认为，烧烤食材外卖业务为海底捞现有

外送业务的一种延伸。对于海底捞而言，

其累积了一定的供应链优势和自配能力，

火锅与烧烤食材又在原材料加工处理方

面有相似度，因此具备一定优势。另外，天

气逐渐转暖，外出烧烤的需求增多，海底

捞在此时推出烧烤食材外卖业务也符合

消费需求。

转攻为守？

事实上，最近海底捞大事不断。先

是巨亏预警，此前的2月底，海底捞公

告称：相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

度的净利润约3.095亿元，预期将于截

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录得净亏损

约38亿-45亿元。

接着是CEO卸任。3月1日，海底捞

发布管理层人事任命公告，副首席执行

官兼首席运营官杨利娟调任首席执行

官，董事会主席兼前首席执行官张勇将

继续担任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李瑜

出任海底捞中国大陆地区首席运营官，

王金平出任港澳台及海外地区首席运

营官。

在胡春才看来，海底捞曾推出了美

甲等各式服务，而随着消费者的需求不

断升级、火锅品牌竞争愈发激烈，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海底捞的部分优势已经被

突破，故而需要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延续

品牌竞争力。不过，虽然海底捞具备一定

供应和品牌优势，但是单从烧烤场景来

看，消费者加工烧烤食材的空间与时间

有部分限制性。“而从品牌发展角度来

看，火锅赛道中逐渐涌现出许多各具特

色的火锅品牌，而‘新鲜’则是部分品牌

吸引消费者的不二法宝。对于海底捞来

说，仍需更深入研究消费者喜好，推出高

品质产品，从而提升和巩固品牌影响

力。”胡春才表示。

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

表示，近年来，消费者对于预制品、半成

品的需求增加，市场前景良好，海底捞的

新业务能够在增长收益与品类上为品牌

进行补充。不过，虽然海底捞在全国市场

具备一定的品牌基础，但不同地区消费

者的需求与消费能力存在差别，所以海

底捞还需进行多品牌、多模式发展，为消

费者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以此占据不

同的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郭缤璐张天元

开启烧烤食材外送 海底捞求解同质化

近五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茛

2017年77.7万辆

2018年12年.6万辆

201辆年120.6万辆

2020年1年6.7万辆

2021年年年2.1万辆

（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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