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高层 施德纳剖析电气化背景下的产品研发与技术革新

引言：保时捷全球 年度新闻发布会后，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产品与研发

的施德纳先生通过中德连线的方式与媒体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专访，回答中国媒体所关心的问

题，探讨保时捷中国在电气化时代背景下的产品研发与技术革新策略，针对电气化产品布局、

数字智能化举措、新型燃料与电池技术等话题进行了深度剖析。

受访人：施德纳（ ），保时捷全球执行董事会成员，负责产品与研发

 记者：最近一些汽车品牌和主机厂都宣布了各自电气化的时间表，在您看来，目前有哪

些因素会影响保时捷的电气化进程？无论是电池技术、法规、环境，还是其他方面，在

推进未来电气化进程的过程中，哪些因素是保时捷首先要考虑的？



施德纳：的确，从去年开始，很多主机厂和不同区域的政策管理部门都已经宣布了他们对于

新能源发展的未来规划和要求。其实我们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从两年前就开始做战略的选择，

保时捷坚持三管齐下的产品战略：优化的内燃机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和纯电动车型。

这是我们为应对未来变化的初步准备，也是我们认为未来 年中要坚持的战略。到

年，我们交付的新车中将有 是插电式混动车型或纯电车型。在这个新的 年战略结束

的时候，也就是 年时，我们希望这一占比达到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之后会发生

什么，这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战略。首先，我们要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然后再看客户的反

应，观察消费者和市场会如何选择。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结合各地的法律法规，来选择哪

一种动力驱动的方式才是最好的、最适合的。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将来也会有更多、更高

效的电气化车型推出。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市场和消费者的反馈不断地调整和优化电气化战

略，而不是现在就决定选择唯一的一种解决方式。

 记者：大众已经宣布了未来电气化可拓展平台的计划，比如有和保时捷合作的 平台，

以及最近发布的 平台。那么，保时捷会和大众共享这些平台的研究成果吗？

施德纳：谈到产品，未来大家会发现我们有基于 平台的车型，目前也已经取得了不错

的进展。当然，像 这个新平台，我们在技术层面上的共享会做得更多一点。更重要的

是，如果从汽车行业的未来技术发展来看，传统平台也许就不那么具有优势了，比如过去大

家都知道的基于钢架构的平台。而新平台一定是以电气架构、软件驱动为主，与整个电驱系

统整合，再加上半自动化，甚至是无人驾驶的技术，这才是未来平台的核心所在。在以上这

些技术层面上，我们会有一些共享，尤其是在系统和软件方面，而不只是关注钢材、钢板使

用的结构和分配。所以保时捷会在保持自己特点和优势的同时，与其他的品牌伙伴分享系统

及软件这样的技术，以保持车辆的独特性。





 记者： 保时捷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 年间，持续扩大的中国市场和车型产品线，或多

或少都受到了经典车型 的影响。发布会上宣布了未来 车型可能也会采用插电

式混合动力的形式，保时捷品牌如何打造 在燃油车型中独一无二的技术？以及区别

于其他跑车和运动车品牌的特点？在技术层面有没有想要区别于其他品牌的想法？

施德纳：首先，保时捷在中国的表现确实非常好，这 年见证了中国成为保时捷最大的单

一市场，所以我们要去感谢保时捷中国所有同事做出的努力，并且祝贺他们达成这样的成就。

当我们回顾保时捷历史的时候，经典的、标志性的 可以说一直是我们品牌的核心，而

现在提到它时，我们就会想到如何将 带到未来电气化的进程当中来，在这个问题上，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的车身比例带有非常明显的保时捷特点，但又不是单纯地复制 的造型。从我个

人角度来看，这是对历史的传承，但一定也要承担起开启新时代的任务，所以它的造型、设

计以及功能一定是要有目的性。保时捷未来的车型一定还会从 继承很多东西。因为这

些传统是我们品牌安身立命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强大的、重要的基础。无论是精准操控，

还是以驾驶者为中心的设计和理念，甚至未来面对无人驾驶的广泛应用，保时捷的车仍然会

对驾驶者本身充满尊重、鼓励和激励，让驾驶者们认为操控汽车还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电气

化该如何做到性能、运动，又能够在潜能方面区分于其他的品牌，这可以体现在你的驾驶体

验，或者在超充技术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保时捷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可以让我们

的品牌在关注运动性的同时，也很好地保持产品本身的豪华调性，更进一步关注到驾驶者本

身。对于主流的主机厂来说，现在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做出更好的改变。



 记者：保时捷（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整个保时捷品牌内部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怎

么样？会不会参与一些本土化的研发，还是只是把本土消费者的需求传递给德国总部？

另外，在电气化时代保时捷怎么确保数字化的产品、软件、服务能够保持概念上的独一

无二，就好像燃油车时代的 一样？

施德纳：保时捷（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个独立的企业，他们与保时捷中国携手合作，

开发适合中国国情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例如软件等。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数字化和软件方面

的需求与其他地区非常不同，这里的消费者需要本土化的版本，这是区别于欧美市场的。所

以在进行数字化技术创新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现在消费者技术、移动设备和车辆的连接，

这是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如果没有本地化的业务部门，就没有办法了解中国科技的变化，

以及客户的需求，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打造在中国的数字化优势。我们将保时捷（上海）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加入到中国数字化创新的大体系当中，然后将成功的技术应用到车型产品

和消费者体验场景中。不管是在中国本土的研发，还是德国的研发，我们一定要把相关业务



信息进行及时双向的沟通，把消费者的需求反馈给开发人员。但是同时要负责找到解决方案，

这就是保时捷（上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其中的作用。

在谈到电气化时代的智能驾驶、充电等部分，或者说用更多可再生能源实现碳中和等未来规

划方面，都需要我们考虑到当下数字化和可持续性战略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在持续改进和

不断拓展充电基础设施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可替代能源的新选择，并且要保证产

品和服务变得更加智能。此外，车内的软件也要更加人性化，从后端来看要更加有支持性。

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需求。一方面要求整个基础设施非常完善，另一方面对

车辆之间的通讯、智慧互联性都有更高诉求，这是其他市场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求保时捷（上

海）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在现有技术架构基础之上找到新的改进方案，提升面向未来的互联性、

智能性，并且不断地进步和优化。当然，我们现在还在不断地学习当中。

 记者：目前，在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中， 车型占比远超轿车产品，下一代

作为保时捷首款纯电 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保时捷是否会根据中国市场的特点，加

大对 电动车型的研发与引入？

施德纳：我们已经注意到，不仅在中国，在全球很多市场中 都是增长最快的一个车型。

所以，纯电版 会非常具有现代感和科技感，当然也会兼顾运动感。它的整体设计是

为了迎合超大型城市生活准备的。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纯电版 对现有的 车系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补充，而且在纯电版 上会有更多现代的、更具科技感的驾驶体验，

所以大家将会看到至少两个不同版本的 ，针对不同的人群，不管是哪款 都会对

消费者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我们也会持续地关注每款车型和其细分市场的动向，然后决定后

续还有哪些车型可以做纯电化。我相信 年后，消费者会看到保时捷在每个细分市场都有

相应的解决方案。

 记者：保时捷所开发的数字化产品、服务及软件怎么能够在概念上，以及实际体验上拥

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就像我们在 上面体验到保时捷的独一无二？

施德纳： 我认为还是要回到驾驶者本身，这是一个核心。最重要的出发点是要站在未来汽

车的角度来思考，在人体工学、人车互动和人车交互层面车将如何支持驾驶者，你的方向盘

会扮演什么新的互动角色？你的电门或油门踏板会有什么变化？是否只需轻轻触碰踏板就

有新的动作反应？能否融入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语言识别功能等？甚至是不是需要一些实体

按键来进行物理控制呢？这都是我们要考虑的。所以这个问题问到了我们的点子上，这一直

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但很遗憾，目前还没有办法将我们的所有想法都和大家一一分享。但

我们会保证，无论是什么样的车型，是传统燃油车还是电动车型，保时捷都一定会让驾驶者

体验到非常热血沸腾的感觉。



 记者：关于用硅替代石墨技术的话题，保时捷如何看待这样的技术变化？用硅来替代石

墨，这个技术可行吗？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量产？

施德纳：其实我们在 上，已经通过使用一定量的硅来替代石墨，让电池能量密度有

了一定提升，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大幅提高硅的比例，使我们的电池不仅

具有更高的能量密度，而且具有更高的功率密度。同时，考虑到电池开发的主流方式是降低

成本和提高能量密度，我们决定进一步推动我们的研究、预开发和预生产，以获得赛车运动

所需的电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寻找更便宜的电池，更便宜的电池和材料能够让车辆

更具性价比。对保时捷来说，我们可能也会考虑自己来生产特殊的电池，并且我们正在做这

方面的研究，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基于硅基的电池。但从长远来看，能不能在电池当中获得更

多的功率，以及能否将电池的管理能做得更好，还有将它的耐温性做的更好，比如达到

度的耐温性，甚至是隔离器能否使用得当等等，这不仅仅关乎于硅基材料，整个电池都需要

更多的创新和设计才行。因此目前这还不是主流的方向。我们和大众集团曾经就这一问题进



行过沟通，前段时间大众集团也推出了标准化电池，并将在我们的部分车型中采用，但保时

捷的高性能车型是个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