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武政办〔2023〕16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市十五届人大

二次会议 1 号议案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1 号议案办理工作方案》已经市人民

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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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1 号议案

办理工作方案

为办好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和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案》 (以下称 1 号议

案),特制订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武汉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

全国汽车产能基地目标,加快推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

展,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产业发展动能,提升我市新能源

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综合竞争力和区域影响力,为全市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产业发展能级进一步提升。 2023 年,新能源和智能网联

汽车产能规模超过 100 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 30 万辆,新车

的 L2 级及以上智能驾驶系统装配率达到 35%。 到 2025 年,新能

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能规模超过 300 万辆,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产值突破 6000 亿元,L4 级智能网联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

新车的 L2 级及以上智能驾驶系统装配率达到 80%。

(二)核心关键技术进一步突破。 力争用 2—3 年的时间,“三

电”系统、车规级芯片、汽车基础软件等关键技术实现国内领先,智

能驾驶、智能网联、智能座舱等终端系统技术加速产业化,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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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整车及核心零部件的主要技术指标和设计、制造工艺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三)产业集群格局进一步凸显。 力争用 2—3 年的时间,建

成 10 个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特色产业园区,加快形成“一谷(光

谷)、两翼(江夏区、东湖高新区)、三区(东西湖区、蔡甸区、黄陂

区)、十园(10 个特色产业园区)”产业集群格局。
    

(四)推广应用规模进一步扩大。 2023 年,推广应用新能源汽

车 15 万辆,新增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 400 公里,发放智能

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牌照 100 张。 力争到 2025 年,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超过 60 万辆,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累计达

到 2500 公里,发放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牌照超过 1000 张。
    

二、工作任务

(一)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1. 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和应用扶持政策,建立促进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长效机制,鼓励生产企业提高新能源汽车产量。 制订武

汉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行动方案),明确

长远发展路径和年度目标任务。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发改委、

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城管执法委、市城建局、市公安局,市

邮政管理局,各区人民政府〈含开发区、长江新区管委会,下同〉)
    

2. 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国家“双智”试点基础上,申报新能

源与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国家试点相关任务,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

与上路通行、数据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

行区,力争进入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准入试点。 (责任单位:市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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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建局,武汉经开区、东湖高新区管委会)
    

3. 探索将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范围逐步从武汉经开

区、东湖高新区扩展到中心城区,并逐步拓展至具备商业化运营价

值的市内城市道路、快速通道和高速道路。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各区人民政府)
    

4. 完善新能源汽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便利高效、适度超

前的充换电服务网络和氢能供应网络。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

城管执法委、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经信局)
    

5. 打造市级智能网联汽车监管平台,提升标准化运营监管能

力。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政务服务

大数据局,武汉经开区、东湖高新区管委会)
    

6. 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支持开展《武汉市智

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立法调研工作,适时研究出台相关政

策。 (责任单位:市委网信办,市经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

市司法局)

(二)加强关键技术攻关

1. 充分发挥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创新联盟、智能汽车

与智慧城市协同发展联盟等创新平台作用,完善跨产业协同创新

机制,支持在汉攻克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关键核心技

术,提升产业创新主体聚集度。 (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经信局,

各区人民政府)
    

2. 统筹调度创新资源,深化与在汉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发挥

我市在通信、北斗、智能制造、数字地图领域产业基础优势,推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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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与光电子、地理信息、智能制造等领域跨界融合,加快传感器、车

载终端、操作系统等在汉研发与产业化应用。 聚焦下一代汽车电

池、自动驾驶与智能网联等前沿技术,做好产业迭代工作。 (责任

单位:市科技局、市经信局,各区人民政府)

(三)推进产业集聚发展

1. 发挥东风汽车等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培育若干上下游协同

创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 加强“中国光谷”和“中国车谷”的“双谷”联动,促进光

电子信息产业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融合发展。 (责任单位:市经信

局、市发改委、市招商办,各区人民政府)
    

2. 围绕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智能化汽车零部件、车规级

芯片与汽车软件等薄弱环节,重点引进和培育一批创新能力强、拥

有核心技术的汽车核心零部件企业,打造汽车零部件产业集

群。 (责任单位:市招商办、市经信局,各区人民政府)
    

3. 推动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应用示范,提升全产业链智能化

水平。 (责任单位:市经信局,各区人民政府)
    

4. 加大新能源汽车展示和推广力度,在重点商圈、街区、综合

体等打造新能源汽车展示中心,扩大品牌集聚度和辐射力。 (责任

单位:市商务局,各区人民政府)
    

(四)丰富场景应用示范

1. 推动智能网联出租车、小巴等车型的示范应用,探索可持

续、常态化的自动驾驶汽车商业化运营模式,促进产业化 发

展。 (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经信局,各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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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2. 探索在特定场景推进低速智能网联车辆商业化应用,拓展

应用领域。 (责任单位:各区人民政府)
    

3. 推进智慧停车、智能充电与智慧交通融合应用,提升群众出

行获得感。 (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发改委、市交通运输

局、市政务服务大数据局、市公安局,各区人民政府)
    

4. 扩大新能源汽车应用规模,推动出租车、网约车尽快全面实

现电动化。 提升公共服务领域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使用

率。 鼓励市区各级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推广和应用新能源汽车。

大力推进商用车领域氢燃料电池汽车应用示范,支持氢燃料电池

汽车在通勤、物流、环卫、渣土、公交等领域规模化应用。 (责任单

位:市交通运输局、市城管执法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市邮政管理

局,各区人民政府)
    

三、工作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3 年 3 月下旬)。 研究制订办理工作

方案,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办理工作,分解任务,明确责任。 各

承办单位结合职责制订具体工作方案,细化任务,明确完成时限。

(二)办理落实阶段(2023 年 4 月—10 月)。 各承办单位根据

本工作方案,认真开展办理工作。 邀请市人大常委会领导同志、市

人大财经委和市人大代表检查办理工作,根据市人大财经委督办

工作要求以及市人大代表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工作举措,推动

办理工作落实。 6 月底之前,各承办单位报送半年办理工作总结。
    

(三)督促检查阶段(2023 年 11 月)。 市人民政府分管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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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检查办理工作情况。 各承办单位向市人大常委会汇报工作情

况,听取市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对市人大代表反馈的意见建议认真

研究落实。 做好办理工作总结,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接受市

人大常委会满意度测评。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1 号议案办

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名单附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经信局办公,负责统筹推进办理工作,

及时掌握各单位工作进展,督促相关单位按照分工推进各项工作。
    

(二)完善工作机制。 建立沟通协商合作机制,牵头单位勇于

担当,责任单位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各承办单位加强与市人

大财经委和有关市人大代表沟通汇报,及时报告办理工作进展,主

动听取意见和建议,争取指导和支持。 各承办单位明确 1 名联络

员,负责办理过程中的信息收集和反馈。
    

(三)强化工作落实。 各承办单位根据工作安排,组建工作专

班,明确责任部门、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制订工作方案报领导小组

办公室备案,认真推进工作落实。 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督促检查,

定期通报办理工作情况,实行月调度、季通报、半年检查、全年总

结,推动各项工作目标任务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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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 1 号议案办理工作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王清华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副组长:姚　 晴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杨相卫　 市经信局局长
    

成　 员:袁远明　 市委网信办副主任
          

张文波　 市发改委副主任
    

胡　 军　 市科技局副局长
    

李林清　 市经信局副局长
          

殷　 俊　 市公安交管局副局长
          

陈　 伟　 市司法局副局长
          

刘晓红　 市财政局总会计师
          

刘奇志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二级巡视员
    

向　 晖　 市城建局副局长
    

周　 斌　 市城管执法委副主任
    

蔡文波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刘　 亮　 市商务局副局长
    

喻　 峰　 市招商办副主任
    

薛　 童　 市政务服务大数据局副局长
    

赵中强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侯建国　 市邮政管理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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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立　 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
          

王德强　 长江新区管委会总工程师

朱晓寒　 武汉经开区管委会总经济师、汉南区人民政

府党组成员
          

郭小平　 临空港开发区管委会工委委员、副主任,
                

东西湖区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绪杰　 江岸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曹　 建　 江汉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孙　 嘉　 硚口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黄　 翀　 汉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陈　 磊　 武昌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朱海林　 青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戴意涛　 洪山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赵永强　 蔡甸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世涛　 江夏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邵　 峰　 黄陂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李先勇　 新洲区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李林清兼任。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

变动,由相关成员单位接任同志递补,不再另行发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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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 年 3 月 2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