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锁中国科技院士上封面
大雪节气之后，深圳街边的公园，随处可见大片的粉色花海，但86岁的陈清泉却无心为街边的花海驻足，继续奔走在新能
源汽车技术革命之路上。

随着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持续演进，汽车科技创新正在加速进入“深水区”，全球汽车科技竞争正在向基础前沿转移，迫切需
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前沿研究，加快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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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陈清泉在湖北武汉光谷出

席2023中国5G+工业互联网大会时指

出，“能源革命和汽车革命的新征程，电

动汽车和电网有良好互动的必要性，

车、路、云有一体化的必要性”；在第五

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世界数字经济

论坛的高端对话上，他就创新型人才的

特征、培养数字经济人才、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日三地”，辗转全球，是陈清泉

的常态，在繁忙行程间隙，他抽空用语

音回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的提

问：“实在不好意思，我这两天都在赶

路，所以没法及时回复您的信息。”他状

态很好，无论是在台上致辞或是与会研

讨，都充满力量与激情——事实上1937

年出生的陈清泉，已是耄耋之年。

中国电动汽车“领航员”

陈清泉告诉记者：“科学家的使命，

是揭示自然界的规律，造福全人类。”过

去的半个世纪中，他始终践行着这一使

命，并将电动车视为终极梦想，也终获

科技发展变革的回响：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已经连续8年保持全球第一；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前10

月，中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2401.6万

辆和2396.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8%和

9.1%，汽车产销量保持稳步增长。

但这并不是陈清泉圆梦之旅的终

点，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升级攻坚上，

他仍奋力疾驰。

2023年3月4日，86岁的归侨科学

家陈清泉被评为2022年度感动中国年

度人物。在给他的颁奖词中写道：“你

是先行者，你是领航员。在新能源的赛

道上，驰骋了四十多年，如今，你和祖

国，正在超车。”

颁奖典礼上，陈清泉讲述了他经历

的三个“空前未有”：第一是国家对科技

的迫切需求，空前未有；第二是国家对

科学家的期望和爱护，空前未有；第三

是科学家发挥自己才能的机遇，空前

未有。

在香港大学办公室里，至今还挂着

他于1993年设计的第一款电动车设计

图，车牌号为“U2001”，其中“U”代表联

合，“2001”则代表迎接21世纪。

陈清泉说，这份对新能源汽车研发

的执着，始于幼年的好奇心。“小时候家

里的工作也与汽车有关，我看到每次做

汽车测试时发动机都冒烟，便想如何让

汽车不冒烟。”

陈清泉出生在印尼一个华侨家

庭。16岁那年，他考进北京矿业学院

（现中国矿业大学）机电系，毕业后留校

任教，其后从清华大学研究生班毕业，

1982年获香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

留在香港大学任教。

至今半世纪的科研路上，陈清泉在

国际上多次获奖，拥有多项专利，他提

出的电动车电机技术、动力总成技术、

电控技术、“四网四流”理念等被广泛研

究和产业化，他也被誉为“亚洲电动汽

车之父”。

“我虽然86岁了，但还要撸起袖子

加油干，要分秒必争。为国家，也为全

世界的科学发展努力。”每天坚持工作

的动力，被陈清泉归结为“好奇心”驱

动，这也是陈清泉认为的科学家首先要

具备的特质。

如何让电动汽车跑得更远？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三元锂

电池单体与系统能量密度分别达到300

瓦时/千克与200瓦时/千克，磷酸铁锂

电池单体与系统能量密度分别达到200

瓦时/千克与160瓦时/千克。动力电

池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60%。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曾指

出，100美元/千瓦是决定电动汽车能否

完全取代燃油车的关键门槛。而目前，

主流动力电池的成本还远未到这个水

平。与此同时，碳酸锂等原材料的剧烈

波动，层出不穷的电动汽车起火事故，

始终阻碍着行业的健康发展，也触动着

消费者对安全焦虑的敏感神经。

传统的锂电池负极材料常用石墨，

但随着对高能量密度和高容量的需求

增加，锡基纳米线作为一种新型材料备

受关注。“面向未来智能汽车发展，当前仍

存在电池能量密度不足的问题，难以实

现实际1000公里续航里程。未来电动车

电池的趋势，是高能量密度动力电池。”

陈清泉介绍，锡基纳米线在锂电池

负极中的应用，主要基于锡作为锂离子

嵌入/脱嵌材料的特性。“锡具有较高的

理论比容量，远高于传统的石墨材料，

意味着锡能够存储更多的锂离子，从而

提供更高的能量密度。”

相较于传统的石墨负极材料，硅具

有更高的理论比容量，因此被广泛认为

是一种有望实现高能量密度锂电池的

材料。然而，纯硅在锂离子“嵌入/脱

嵌”过程中也会发生体积膨胀和收缩，

导致结构破坏和容量衰减。

“二维硅纳米片作为一种新型硅负

极材料，具有二维结构、高比表面积、优

异的离子和电子传输性能等优势。”陈

清泉说，尽管二维硅纳米片在锂电池的

应用具有很大潜力，但目前仍存在挑

战，“如制备方法的可扩展性、循环稳定

性、容量保持率等。”

合金负极是一种将不同材料的合

金化合而成的负极材料，这种材料可以

获得更好的性能和稳定性。陈清泉介

绍，在锂电池中，二维硅纳米片和一维

锡基纳米线可以结合形成合金负极，以

充分利用它们各自的优势。“通过将二

维硅纳米片和一维锡基纳米线合成合

金负极材料，可以实现体积膨胀的缓

解、电池容量的提高、改善电化学性能

等效益。但合金负极材料及其制备方

法和优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开发，以

实现其在锂电池等能源储存领域的实

际应用。第三代锂电池材料，也会很好

地解决消费者当下对新能源汽车充电、

续航等问题的顾虑。”

汽车革命进入下半场

新能源汽车革命，不仅要解决材

料、工艺、成本问题，还要考虑用户需求

和市场接受度等，才能实现商品化，进

而达成产业化。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中国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时，陈清泉表示，中国的电动

汽车年产销量超过700万，如果考虑新

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大约为1300万，说

明中国市场发展迅速。“另外，今年也是

中国汽车出口的‘开元年’。据我了解

的数据，中国汽车的出口量已经超过了

日本，并且在出口的汽车中，新能源汽

车占到了很大的比例。”

电动汽车与普通人的日常出行密

切相关，这就要求它不但在科研上要有

创新突破，还要能“落地”成产品。以

“U2001”为例，陈清泉当时提出的电机、

电控、电池“三合一”的集成概念，因为

符合市场需求，很快成了主流，现在已

发展到了“多合一”。同样，陈清泉提出

用半导体来制冷，以替代有污染的冷却

剂，但由于半导体成本比较高，即便理

念好，至今仍没有实现产业化。

“从科学变成技术，从技术变成产

品，市场要能接受，才能一步步地向前

推进。”据陈清泉介绍，在挪威，电动车

的普及率达80%，2022年巴厘岛G20峰

会及2023年东盟峰会上，在印尼投产

的五菱新能源汽车也是官方用车，说明

电动车正在被全世界接受。

“新四化”的变革势不可挡，正如陈

清泉所言，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研发创

新和推广应用，全球汽车产业奔赴碳中

和是大势所趋。当地时间6月 20日，

在中德两国总理见证下，国家发展改

革委主任郑栅洁分别与德国宝马股份

公司董事长齐普策在柏林签署《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宝马股份公司合作

意向书》，与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董事

会主席康林松在柏林签署《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合

作意向书》，旨在促进汽车产业电动化

向智能化转型，推动节能减排和绿色

低碳发展。

“新能源汽车革命的上半场是电动

化，现在要进入下半场，核心技术是汽

车芯片和操作系统。未来汽车不再是

单一的汽车产品，而是由传统代步工具

向智能移动出行空间转变。”在陈清泉

看来，随着通信技术与物联网技术的发

展，汽车产业升级下一步的突破关键，

在于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与网联化，

“从智能网联汽车到智能交通、到智

慧城市、到智慧社会，核心目标就是

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

发展。”

在半个世纪前第一届世界电动汽
车大会举办时，全球电动汽车还在绘图
板，今天电动汽车已经在全世界产业
化，这更让陈清泉感到任重道远。“科学
是发现、是知识、是真理，科学家就是要
找出自然界的规律，造福人类。希望在
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看到祖国不单是新
能源汽车在马路上，轮船、飞机也能是
电动的。”陈清泉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边雪
受访者供图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
亚洲电动车之父的“无烟”征途

人 物 名 片

陈清泉：籍贯福建漳州，
1937 年生于印度尼西亚，电动
汽车、电力驱动和智慧能源学
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英国皇
家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
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院长，香
港工程科学院副院长。

陈清泉担任第五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主论坛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