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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企业提升全球化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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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中国制造业‘走出
去’，将比较优势扩展到全球市
场。”近日，全国人大代表、TCL
创始人李东生在接受羊城晚报
记者采访时透露，今年全国两
会，他带来《关于将低碳减排加
入上市制造企业信息披露范围
的建议》《关于加速新型显示产
业生态发展的建议》《关于支持
中国企业强化双循环、加速全
球化的建议》等多份建议。

采访中，他结合建议，就中
国企业强化“双循环”、中国制
造“走出去”、新发展格局下如
何“补短板”等话题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

谈“双循环”

着眼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
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企业应该如何参与到“双循
环”格局中来？这是李东生在今年
两会的关注重点。“建议中国制造业

‘走出去’，将比较优势扩展到全球
市场。”他说。对此，李东生提出两
点建议。

首先，重塑和完善产业链。构建
核心技术攻关的举国体制，吸引更多
社会资本投入高科技产业；鼓励产业
链核心企业积极向高附加值领域拓
展；加强财税支持，实施针对性政策
留住核心产业。

其次，帮助国内企业提升全球化

经营能力。即建立国际贸易环境风
险防控体系，要拓宽企业海外发展的
融资渠道，要支持企业海外设厂，进
行本地化经营。

他向记者分享了 TCL 近年来在
全球化布局促进“双循环”方面的探
索。数据显示，2020 年 TCL 海外营
业收入持续增长。此外，出口也同比
增长23.6%，达到111亿美元。

海外营收和出口收入都在增
长，带来的经济效应却不尽相同。
他算了一笔账：在海外销售（当 地
制造销售产品）100 美元，大概能带
动 60 美元的国内核心器件和材料
的出口。虽然这种方式不能像制
成品出口一样（100 美 元 都 出 自 国
内），但能有效规避国外市场对中

国产品在关税和非关税方面的壁
垒。

“虽然出口增长多少很重要，但
如果企业有全球产业链，出口就可以
被放大。”李东生介绍，从TCL的探索
来看，在海外建工厂，不仅能促进海
外销售增长，还带动了大量装备出
口。在他看来，相比纯出口带来的增
长，全球化布局带来的业务增长对

“双循环”的促进作用更强。
“产业链全球化布局能够真正贯

彻和体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持续应对全球经济格局变化和
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挑战。”李东生说：

“所以我们要想在目标市场拥有竞争
力，就要在当地设立工厂，进行在地
制造和销售。”

未来五年是OLED产业追赶期谈“十四五”

“十四五”时期，新型显示领域将
迎来怎样的挑战？未来新型显示领
域将可能呈现怎样的发展格局？作
为一名来自企业的代表，李东生告诉
记者，他十分关注“十四五”时期如何
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中国经济在全
球经济格局重构之中如何适应和变
化。

在液晶显示产业，中国已经是目
前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李东生认为，
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在液晶显示领

域的优势还将进一步提高。“我们将
主导全球液晶显示产业。”

在他看来，未来五年，新型显示
领域也将呈现出不同格局。

一方面，已形成规模的产业，如
OLED，在中小尺寸领域（特别是手机
领域）的比例会进一步提高。“在这方
面，国外企业依然有较大优势，中国
企业仍在追赶中。所以，‘十四五’时
期，将是中国企业在OLED产业的追
赶时期。”

他提出，未来几年，OLED 会有
一个技术突破的机会，即将OLED的
生产工艺从蒸镀改为喷墨打印的印
刷工艺。这样一来，材料耗损将大幅
度降低。

“也就是说，未来在大屏幕领域，
具有成本竞争力的印刷OLED，将会
取代一部分的液晶高端产品的市场，
性能也会有所突破。”李东生说，“在
新型显示技术方面，我觉得中国企业
还是有机会进一步去超越的。”

强化核心技术能力打破垄断谈科技创新

谈“十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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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今年两
会，全国人大代表、广州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
记曾庆洪带来了5份建议，主要
围绕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热
点难点。

曾庆洪表示：“在‘十四五’
期间，广汽集团将继续助力广州
建设成为大湾区智联新能源汽
车产业集群的中心，构筑全球智
联新能源汽车的创新枢纽。”此
外，他还就如何破解新能源汽车
以及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难点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十四五”开局之年，广汽如何通
过科技创新为推动广东经济高质量
发展助力？

“广汽集团非常重视创新的力
量，努力通过开放、务实、以用户为中
心为特征的创新实践，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实现转型升级，驱动企业
快速稳健发展。”曾庆洪表示，面对汽
车电动化、智能网联化、共享化、数字
化的发展趋势，广汽集团对内协同创
新，对外积极开展合作，围绕“互联、
协同、控制、服务”四大维度，与合作
伙伴共同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大生态，

创造出行服务价值。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指出，要联合打造一批产业链条完
善、辐射带动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广东省发
展汽车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
划》则要求，到2025年广东省世界级
汽车制造产业集群培育取得实质性
进展。一系列政策利好广东的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

曾庆洪透露，“十四五”期间，广汽
将全面实施“1615”战略，力争“十四
五”期末挑战汽车产销350万辆，营业

收入超6000亿元。其中，自主品牌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年产销超35万台。

战略合作方面，广汽先后与腾
讯、华为、中国移动、科大讯飞、珠江
投管、思科、滴滴、伟世通等公司合
作，携手构建跨界融合的智能网联汽
车生态圈，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汽车的
研发和应用。

“在‘十四五’期间，广汽集团将
继续助力广州建设成为大湾区智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中心，构筑全
球智联新能源汽车的创新枢纽。”曾
庆洪表示。

谈“新能源汽车”

2020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要求深入实施发
展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推动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
展 ，加 快 建 设 汽 车 强 国 。 根 据 规
划，到 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新
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
的 20%左右，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
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
用。

曾庆洪指出，尽管前景广阔，但
目前新能源汽车仍存在“充电难”“充
电慢”等痛点。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发布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 12 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
施累计数量为168.1万台，其中，公共
充电桩数量为80.7万台，私人充电桩
(随车配建充电设施)数量为 87.4 万
台，车桩比例约为3:1。

“充电的便利性不足严重影响了
用户体验。另外，快速充电技术不完
善也影响了充电的快捷度，目前充电
快则需要 40-60 分钟，慢则需要 8-
10个小时。”曾庆洪说。

为此，他提出针对性建议，一方
面是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在旧
城改造、城郊接合部开发时提前考

虑用地规划、充电站布局、配电设施
建设等问题，新增电力供应重点考
虑老旧小区和城中村地带的电力升
级 改 造 ，解 决 这 些 区 域 用 电 的 问
题。在符合条件的城市加油站、停
车场配建普通充电桩，同时在一二
线城市边缘、城乡接合部，新建、配
建大功率快充站（如 180kW），作为现
有城市充电设备的积极补充。另一
方面，要加快技术革新发展大功率
快速充电技术，国家层面提高重视
和统筹规划，加大相关技术的研发
投入，鼓励该技术领域的产学研合
作和投入。

李东生 曾庆洪

谈“智能网联汽车”

曾庆洪同时密切关注智能网联
汽车的发展。他指出，现行交通安全
法规是基于完全由人驾驶的车辆而

设立的，智能驾
驶汽车实际应
用仍面临许多
合 法 性 难 题 。

并且，存在自动驾驶汽车道路测试缺
乏操作指引，各地测试牌照没有形成
互认机制，测试时间和资金成本高等
问题。另外，受制于道路基础设施限
制和 V2X 设备的装配率低，智能网
联汽车暂时只能着重发展“单车智
能”的技术路线方向，网联化发展进
程较慢。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法律法规
应先行。”他建议，尽快完善现行交通
安全法规，确认“机器驾驶人”的法律

主体资格；加快自动驾驶相关技术标
准的编制和发布；完善道路测试相关
政策法规，比如建议统一全国测试申
请标准，建立跨地区牌照互认机制，
避免企业重复申请。此外，在保障现
有“单车智能”技术路线的同时，更多
支持“车端智能+网联共享”相结合的
技术路线，鼓励车辆安装 V2X 设备
并强化其路权，并引导互联网巨头等
相关资本从基础消费领域转投智能
网联等国家战略科技领域，加快网联
化的发展进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
国际竞争力。

曾庆洪还表示，要充分发挥保险
作为自动驾驶技术风险分散及责任
承担的补充作用，建议建立自动驾驶
汽车测试及运营数据共享机制，为保

险产品的设计提供基础数
据支撑，构建与自动驾驶
技术相匹配的保险体系，
以及建立自动驾驶汽车救
助基金体系等。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和中国
产业应该如何“补短板”？李东生告
诉记者，最近他很关注一些对中国经
济发展影响比较大的产业政策和导
向。“比如科技创新方面，一些西方国
家对中国在关键技术、关键材料方面
的限制，极大影响了部分中国企业和
部分中国产业的发展。所以在新发
展格局下如何补短板，强化核心技术
能力，打破垄断，这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很重要的环节。”

如何在技术领域不断追赶超
越？核心器件、材料和装备方面如何
不受制于人？市场拓展方面如何适
应新的全球经济格局和贸易规则的
变化？李东生认为，这些都是在“十
四五”时期，中国企业需要特别关注
和大力解决的问题。

这其中，他尤其关注新型显示产
业的发展。这次参会，他将建议加速
新型显示产业生态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新型显示整体产

值已超过 4000 亿元，液晶显示的产
业规模全球第一。李东生认为，在新
型显示技术方面，我们要从“显示大
国”变成“显示强国”，还需要努力。

如何成为“显示强国”？他提出，
“显示强国”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和
新产品技术的开发上。新型显示产
业一直在发展中，未来相信会有很多
新技术产生。新型显示技术和产业
的发展、市场的扩张，更多要靠技术
创新来驱动。此外，还要加强产业链
的配套能力，尽快加强关键核心材料
和核心装备。

“现在一部分核心材料和很多关
键核心装备几乎都要依靠进口。未
来希望能够在国内加速开发一部分
核心材料，加快培育一批核心装备产
业。”李东生说。

为此，他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加强产业顶层设计；二是
支持产业链延伸拓展，构建完
整高效的供应链体系；三是鼓

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下一代显
示技术领域，要争取和国际先进水
平并驾齐驱；四是支持行业开展国
际交流。

“在下一代显示技术开发方面，
我们正在努力赶超。竞争对手发布
了若干个新型技术发展规划，其实
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场竞争
还在进行中。”李东生说，“我们在
局部超越和突破之后，还要延伸到
整个行业。”

跨界融合推动研发和应用
构建智能网联汽车生态圈

充电不便利仍然是痛点
建议加快发展快充技术

完善现行交通安全法规
建跨地区牌照互认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