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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中国电动车市场面临大洗牌 

4 月 17 日，日本《富士产经商报》报道认为，迅速增长的中国

电动汽车市场正面临大洗牌，中国电动汽车企业短短两年就激增到

486家，是此前的 3倍。新入场的企业中不乏阿里巴巴集团、恒大地

产、台湾鸿海精密工业等巨头。巨头的入场大大提高了电动汽车市场

的扩张速度，以新兴企业为主的众多制造商似乎正在遭到驱逐。 

据新能源研究机构彭博新能源财经的统计，2011 年之后全球企

业投入到电动汽车行业的资金已达 180亿美元。报道认为，大规模投

资中的绝大部分进入了已经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海蔚来汽车、

威马汽车、小鹏汽车和游侠汽车等中国企业。特斯拉、大众、福特汽

车等欧美车企正在通过本土生产进军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特斯拉今

年大幅下调了在中国市场的售价，还将在年内开始上海工厂的生产。

丰田、本田、三菱、菲亚特克莱斯勒四家车企推出了与广汽集团几乎

相同底盘的电动汽车，刻不容缓地实施进军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计划。 

2018 年，中国的电动乘用车年销量刚刚超过 100 万辆。中国汽

车工业协会预计，2019年中国乘用车销量将达 2370万辆，其中电动

车占比不过 4%。目前消费者购车欲望降低，截至 2019年 3月，传统

乘用车销量已经连续 10个月下滑，车市本身已经陷入低迷。到 2025

年，中国希望新能源汽车的年销量达到 700万辆，其中包括纯电池电

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燃料电池汽车。这相当于中国整个汽车

市场的 20%。即便如此，这个数量级也仅够维持几十家公司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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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数百家。另外，财政部在 3月宣布将降低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

日本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经理周磊认为，削减补贴将导致一些在技

术领域实力较弱的电动汽车新兴企业出局。 

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认为，中国的汽车普及率仍较低，有

实力的企业仍有参与竞争的空间，但其他企业将会被淘汰。面临最大

风险的是仍在寻找立足点的后起之秀，这类公司中的大多数是由拥有

互联网或技术背景的人创建或资助，他们习惯了高额的现金消耗率，

但仍然没有完全意识到汽车制造业所需要的投资有多巨大。比亚迪董

事长王传福表示，“只有拥有雄厚技术储备的公司才能在竞争中脱颖

而出”。 

（产业所 苏楠 整理） 

2018年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近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

书（2019年）》（以下简称“《白皮书》”）。《白皮书》对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总体情况，各地区、各行业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数字经济就业情

况，以及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深入分析。 

我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18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1.3万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名义增长20.9%，占GDP比重为34.8%。

数据经济蓬勃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

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7.9%，贡献率同比提

升 12.9 个百分点，超越部分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带动我国国民经济

发展的核心关键力量。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广东省规模最大，

超过 4万亿元；贵州省增速最快，超过 20%；北京市占比最高，超过

50%。 

数字产业化结构优化。从数字经济内部结构来看，信息通信产业

实力不断增强，为各行各业提供充足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支持，奠

定数字经济发展坚实基础。2018年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 6.4万亿元，

占 GDP 比重为 7.1%。其中，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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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较快，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4.2%和 20.3%。信息消费、数字经济领

域投资、数字贸易等需求活力不断释放，助力数字产业化发展。 

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蓬勃发展，数字经济与各领域

融合渗透加深没推动经济社会效率、质量提升。测算数据显示，2018

年产业数字化规模超过 24.9 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 23.1%，占 GDP

比重 27.6%。工业、服务业、农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

18.3%、35.9%和 7.3%。地方转型实践案例不断涌现，在离散型行业

中，如北京、浙江等省市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江

苏、重庆等省市的汽车制造业，在流程型行业中，如浙江、广东等省

市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广东、四川等省市的医药制造业，

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数字化转型，有效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升运营效

率。 

数字化治理能力全面提升。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秉持着鼓励创新、

包容审慎的原则，为数字经济的活跃发展提供了宽松环境。同时，数

字经济的发展，也推动着数字化治理实践不断适应和完善。我国在数

字经济平台治理实践已逐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

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度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护士等多种手段相结

合的综合治网格局，依法治理、协同治理能力不断提升，营造出规范

有序、包容审慎、鼓励创新的发展环境。 

数字经济吸纳就业能力显著提升。发展数字经济，加强对灵活就

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既保障城镇劳动力就业，也为农业富余劳动

力转移就业创造空间，将成为我国优化就业结构、实现稳就业目标的

重要选择。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域就业岗位为 1.91亿个，占当年

总就业人数的 24.6%，同比增长 11.5%，显著高于同期全国总就业规

模增速。其中，第三产业劳动力数字化转型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第二产业劳动力数字化转型吸纳就业的潜力巨大。 

（产业所 朱焕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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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向世界各国出口人工智能监控技术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科技巨头微软与中国国防科技大学

合作开发了新型人工智能（AI）监控系统，该系统有可能增强政府的

监控和审查能力。两位美国参议员公开谴责了这一合作关系，但中国

国防科技大学希望微软能提供的无非是一些力所能及的技术支持，认

为没什么可担忧的。 

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事实上是在为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能

力充电”。数字监控的出现深刻地影响着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新

技术使政府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来监视、跟踪和监视个人。即使是有

着强大的法治传统的民主国家的政府，也发现自己有滥用这些新能力

的倾向。他们还认为，在那些机构不负责任、经常侵犯人权的国家，

人工智能系统极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害。 

同时，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也对 AI的监控技术作出了

较为负面的评论，该刊认为：人工智能系统在现代世界无处不在，帮

助运行智能手机、互联网搜索引擎、数字语音助理和在线影片租赁。

由于需要分析的数据量不断增加，改进了算法和先进的计算机芯片，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人工智能的扩展速度有多快。只要有更多的信息可

用，分析就更容易，政府就会感兴趣，而不仅仅是专制政府。例如在

美国，20世纪 70年代有消息称，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

全局等政府机构已经建立了广泛的国内监测网络，以监测和骚扰民权

抗议者、政治活动家和美洲土著团体。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今天的

数字技术使更多的机构能够进行更具侵入性的监视。 

而事实上，美国警方也十分热切地欢迎人工智能技术。他们已经

开始使用软件来预测犯罪将发生在何处，以决定将警察派往何处巡逻。

他们还在刑事调查中使用面部识别和 DNA分析。但对这些系统的分析

表明，这些系统的培训数据往往存在偏差，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例如

错误地确定非裔美国人比其他群体更可能犯罪。而目前就 AI 发展的

技术上看，在威权国家，人工智能系统的确可以直接协助国内控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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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帮助内部安全部队处理大量信息，包括社会媒体帖子、短信、

电子邮件和电话，更快、更有效。警察可以根据这些系统所揭示的信

息，确定社会趋势和可能威胁政权的特定人员。 

（产业所 王罗汉 整理） 

医疗可穿戴设备让患者更加健康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传感器的小型化和易于集成，可穿戴设备

的数量/种类都显著增加，一些产品已经达到医疗用例的性能水平。

可穿戴设备正往医疗保健领域迅速扩张，预计 2024 年将达到 320 亿

美元的市场规模。 

可穿戴设备发展依赖诊断、健康管理和制药领域的推动 

医疗可穿戴设备目的是监控患者的生命体征，以防止人体健康出

现问题，帮助疾病治疗和身体康复。自 2014 年以来，大型诊断公司

和消费类公司之间的投资和收购行为持续不断，例如苹果（Apple）

收购个人健康记录初创公司 Glimpse；美敦力（Medtronic）收购营

养科技公司 Nutrino Health，进一步证实了医疗可穿戴设备市场的

积极动态。 

制药公司通过战略合作方式来改善研发工作，也逐渐“青睐”医

疗可穿戴设备。辉瑞（Pfizer）、UCB Pharma、Apple、强生（Johnson 

& Johnson）和 IBM 为帕金森病患者提供创新型远程监测解决方案，

以转变临床医生治疗帕金森病的方式。同样地，智能手表和手环为消

费者提供健康信息，并可以与健康保险机构和医生分享，进而获得合

理的用药指导。 

医疗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生态系统快速成长 

尽管医疗可穿戴设备制造商目前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需多次进

行产品认证（如 CE认证和 FDA认证等）。但随着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

等慢性疾病的流行率增加（全球约有 4.25亿糖尿病患者），患者健康

监控的需求与日俱增，医疗可穿戴设备的巨大优势远远超过了医疗行

业的“繁文缛节”。越来越多的可穿戴设备正在或达到医疗级别，例

http://medical.ofweek.com/
http://medical.ofweek.com/CATList-1111-8400-medical.html
http://medical.ofweek.com/CATList-1111-8400-medical.html


6 
 

如 Ava手环、Apple Watch、Cefaly发带、Ectosens贴片、欧姆龙智

能手表和 Verily 智能手表。作为消费级医疗可穿戴设备，这些产品

功能从运动追踪到睡眠监测，甚至是葡萄糖监测，都具有相当大的前

景。但它们必须满足测量准确、佩戴舒适且易于使用。去年，Apple 

Watch Series 4 的“心电图”和“心脏监测”通过了 FDA 认证。这

也许意味着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对批准这些新兴可穿戴技术表现

出了更加开放的态度。 

在 Apple Watch Series 4 的带领下，人们越来越关注智能手表

中的心电图（ECG）功能，它能使医院医生获得有关患者心脏状态的

准确信息。在传感器层面，医疗可穿戴设备的复杂性日益增加，迫使

电子厂商转变为医疗级传感器专家，如艾迈斯半导体（ams）、美信

（Maxim）、Valencell等。 

先进技术不断发展以解决医疗可穿戴技术面临的挑战 

医疗可穿戴设备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高度集成、低功耗，以及如

何创新以满足患者舒适性、无痛监测的要求。整体看，医疗可穿戴设

备是医疗级设备和消费级可穿戴设备两大领域的融合，其参与者主要

有两大类：（1）医疗级设备制造商愿意接受消费类保健服务；（2）消

费级可穿戴设备厂商愿意进入高价值医疗市场。 

目前，医疗可穿戴设备的发展正在加速，竞争也正在加剧，这促

使厂商们务必确保采集的数据具有医疗级的高质量和准确性，医疗级

设备和消费级设备不断融合为此提供保障。传感器和电子产品制造商

通过可集成优化的模块加速产品上市速度。例如，用于心率检测的光

电容积描记图（PPG）装置集成了 LED 和光电二极管等元件。PPG 信

号是光经皮肤反射后的强度变化，反映血管容积的波动过程，包含人

体循环系统、呼吸系统的生理信息，如人体心率和血氧。该技术利用

LED向皮肤发出特定波长光线，当照射部位的血流量随心脏跳动而改

变时，光电二极管便接收到随心脏周期性地收缩和舒张的动脉搏动光

脉冲信号，从而采集到心脏搏动信号。传感器设计人员正在开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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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和光电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传感器监测模块，既满足小型化和低

功耗要求，又确保测量精度。这些交钥匙解决方案有助于缩短医疗可

穿戴设备制造商的产品上市时间，也帮助传感器厂商通过高价值解决

方案向价值链上游迈进。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全球首个利用干细胞技术 3D打印的“人工心脏”问世 

近日，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人员宣布，他们利用患者细胞和

生物材料，首次成功设计和打印出充满细胞、血管并有心室和心房的

完整心脏。而此前打印出的心脏结构，只是无血管的简单组织。 

在以色列，心脏病是排在癌症之后的第二大杀手。通常心脏移植

手术是针对心力衰竭晚期患者仅有的疗法。美国需心脏移植的患者等

候期可达 6个月或更长。在以色列和美国，不少患者在期待之中死去。 

研究项目带头人塔尔·德维尔在德国《先进科学》杂志上详细介

绍了他们的突破。德维尔表示，为了制造用于打印心脏的生物油墨，

他们提取了以人体细胞和具有患者特异性的生物材料作为生物打印

原料。研究中，首先从患者身上取得活检脂肪组织，然后将其中的细

胞分离出来。这些细胞被重新编程为多能干细胞后，有效地分化成了

心脏细胞或内皮细胞。接下来，将胶原蛋白和糖蛋白等细胞外基质

（ECM）加工成个性化的水凝胶，然后将分化的细胞与其混合，形成

生物油墨，然后用专门的 3D 打印机将生物油墨分层打印到台上，用

于打印具有患者特异性、无排异性的带血管的心脏组成部分，最终获

得完整的心脏。此项目结果证明，设计个性化组织和器官替代的途径

在未来具有潜力。 

德维尔说：“这样设计制造出的材料，其生物适合性对于避免产

生排异反应至关重要，排异反应会危及此类治疗方法的成功。理想情

况下，生物材料应该与患者自身的组织拥有同样的生化、力学和局部

特性。”德维尔认为，使用“原生”患者特异性材料对于成功设计个

性化组织和器官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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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现阶段，这颗 3D 打印心脏的大小仅适合兔子，但研究人

员相信，采用相同的技术，他们能够获得尺寸更大的人类心脏。报道

称，目前这个心脏的细胞可以实现收缩，但它们并不同步，也无法完

全发挥作用。科研人员需要更好地设计 3D 打印的心脏以及心脏的各

个部分和细胞，以协调它们的运动，让打印出来的心脏不仅看起来像

真的心脏，还能像真的心脏一样发挥作用。 

研究人员下一步打算先进行动物心脏移植实验，并最终完成人体

心脏移植。德维尔说，希望在未来 10 年内，全球最好的医院都拥有

人体器官 3D打印机，能够常规地为患者打印器官进行移植手术。 

(产业所 陈健 整理) 

 

 

 

 

 

 

 

 

 

 

 

 

 

 

 

 

 

 

 

 

 

 

 

 

 

 

责任编辑:邹莹莹                                010-588846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