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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规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电动乘用车共享换电站建设规范》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家能源局，于 4 月印发《关于启动新能源

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开展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的应

用试点工作。经过评审，共有 11 个城市纳入此次试点工作范围。受

有关方面委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会同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

进联盟组织行业有关单位，完成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电动乘用车共

享换电站建设规范》系列团体标准的编制。 

  为落实相关要求，促进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的创新发展，《电动

乘用车共享换电站建设规范》系列团体标准包含 13 部分的内容，已

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试行版)》的规定程序完

成编制。经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审核，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正式发

布，标准编号为 T/CAAMTB 55.1-2021至 T/CAAMTB 55.13-2021。 

 



 

本标准的研究制定历时近两年，各有关单位和行业专家进行了多

次研讨并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工作，得到了相关汽车企业、动力电池生

产企业及其他单位的大力支持，取得了大量具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测试

数据，保证了本标准的编制质量。该系列团体标准的出台不仅对电动

乘用车共享换电站的关键核心部件、技术要求和通用流程进行了详细

规范，还对快换装置、通信协议、锁止机构、数据管理、试验规则和

安全防护等进行了分类、规范和要求。 

电动汽车的换电模式既符合推动电动汽车模式创新的要求，又能

解决电动汽车在普及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为用户的绿色智慧出行带来

全新的选择和体验。因此，《电动乘用车共享换电站建设规范》系列

团体标准的发布，能更好的推动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此系列团体标

准的发布，将充分发挥团体标准灵活性强，参与度广的特点，在实施

的过程中持续广泛地接受行业单位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的各项意见和

建议，并及时对其进行修订，以更好服务于换电模式的推广和应用。

（来源：新能源汽车网） 

 

 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电动汽车低温应对工作座谈会 

12 月 2 日，装备工业一司召开电动汽车低温应对工作座谈会，

组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十余家新能源汽车整车

和动力电池企业等，针对今冬可能出现的极寒天气，共同研究商讨对

策，做好技术保障和工作预案准备，最大程度保障用户正常使用。 

装备工业一司强调，低温环境下电动汽车里程衰减等问题是产业

http://www.evb.cn/


 

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要远近结合、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解决。一要保

障当前阶段正常使用。行业企业要完善工作预案，畅通信息渠道，综

合应用监控平台、售后服务等渠道，做好预警提醒和情况沟通，增强

服务的主动性，及时协调解决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二要持续提升低温

性能。整车企业、电池企业、研究机构等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技术

协同攻关，加大研发投入保障力度，从根本上推动解决低温问题，提

升产品质量水平和环境适应性。三要营造良好产业环境。行业企业要

按照新标准新要求，依法依规生产销售。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加快能源

消耗量标识标准的制定发布，强化产品准入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

保障消费者权益。（来源：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 

 

行业资讯 

 对标宏光 MINIEV 奇瑞 QQ冰淇淋上市：预售价 2.99万元起 

自从宏光 MINIEV 推出后，微型纯电汽车的市场潜力便被激发了

出来，诸多车企陆续加入这一领域推出多款车型打算分一杯羹。 

在 8 月成都车展亮相后，奇瑞旗下 iCar 首款车型“QQ 冰淇淋”

今日正式上市，拥有布丁、甜筒、圣代三款车型，提供 120km续航和

170km 续航两个版本，预售价 2.99 万元-4.39 万元，对标五菱宏光

MINIEV。 

外观设计上，奇瑞 QQ 冰淇淋整车十分小巧，前脸采用新能源车

型常见的封闭式设计，配以 U 型大灯，外观辨识度极高。 



 

 

采用双门两厢的设计，U 型尾灯与车头呼应，同时，牌照区域为

黑色喷涂，与车头格栅下方贯穿式黑色设计相当融合。 

另外，悬浮式车顶设计也更加符合年轻人审美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在内饰设计上，奇瑞 QQ 冰淇淋配备双辐式平底

多功能方向盘、一体式座椅设计、拥有全液晶仪表盘、旋钮式换挡等。 

尺寸方面，新车长、宽、高分别为 2980/1496/1637mm，轴距为

1960mm。 

动力部分，该车搭载 TZ160XFDM13A 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 27马

力，采用 9.6kW·h/13.9kW·h 的磷酸铁锂电池组，续航分为 120km

和 170km。（来源：快科技） 

 

 高端智能纯电小车焕新 2022款零跑 T03正式上市 

2021 年 12 月 28 日，2022 款零跑 T03 正式上市。新车共计发布

5 个版本车型，琉璃版、炫晶版、珠光版、耀金版、星钻版，售价区

间 6.89-8.49 万，车型阵容丰富，可供选择更多。 



 

作为一款有着出色市场基础的高端纯电小车，本就在智能、动力、

续航等方面领先同级的零跑 T03，再次以 2022 款车型的上市刷新细

分市场标杆形象：ESC 系统、语音识别控制、倒车影像、EPB、自动

驻车、上坡辅助及 15 寸铝合金轮圈，均升级为全系标配。 

同级最强动力 

2022款零跑 T03搭载自研集成式电驱总成，采用永磁同步电机，

前置前驱布局，可以实现最大功率 80kW，最大扭矩 158N·m，系统工

作效率达 92.6%，0-50km/h 加速时间仅需 4 秒。 

2022 款零跑 T03 搭载的电驱系统，应用智能变频控制技术，采

用先进的 CPLD 电机控制器保护电路设计、控制器四合一设计及转子

斜极、不均匀气隙设计，实现动力水平同级领先，兼具高效、安全、

轻量、舒适四大核心亮点。除琉璃版搭载 55kW 电驱系统外，其他四

款车型均搭载 80kW电驱系统，可以带来更为强劲的动力表现。 

长续航与充电效率兼备 

2022 款零跑 T03 搭载高性能磷酸铁锂电池，NEDC 综合续航可达

403km ，pack 能量密度达 136.6Wh/kg，搭配能量回收系统，在多数

条件下可实现单踏板控制，可提升 15-25%的续航里程。 

零跑 T03 拥有快充 /慢充两种充电方式，交流标准充电

(30-80%)≥3.5h，直流快充充电(30-80%)≥36min，在慢充效率方面

领先同级产品，大大节约充电等待时间与充电便捷性，并且可以进行

充电时间和充电限值的设置，有益于延长动力电池寿命，延缓动力电

池衰减。 



 

同级唯一 L2级别智能驾驶辅助功能 

零跑 T03传承零跑全域自研智能科技基因，全车具备“3摄像头

+1 毫米波雷达+11 超声波雷达”硬件基础，并搭载 Leap Pilote2.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实现 ACC 自适应巡航、人脸识别启动、自动泊

车等 10 项 L2 级别智能驾驶辅助功能。 

此外，2022 款零跑 T03 还搭载 Leap On 智能车机系统，该系统

基于 4G 无线通信而开发，液晶仪表集功能设置、数字仪表等功

能;10.1 英寸高清触控屏、双屏联动：1280*720 分辨率，触感灵敏，

画质细腻，可实现语音声控、导航、远程操控、视频分享、云端同步、

自动泊车等功能。智能科技配置，具备温度的人机交互，带来更加畅

快的互联体验。 

同时，零跑 T03 还搭载科大讯飞 3.0语音系统，可唤醒通信、导

航、车辆控制、多媒体等，并支持手机 APP 远程控制、整车 OTA升级

等，让整车具备不断进化可能。 

 



 

主被动安全配置拉满 

安全方面，2022 款零跑 T03 可以带来更为安心的用车体验。全

系标配包括：主/副驾正面安全气囊、胎压监测、主驾安全带未系提

示、ISO FIX 儿童座椅接口、新车自动落锁、停车自动解锁、刹车辅

助、牵引力控制、车身稳定控制、上坡辅助、倒车视频影像等十余项

安全配置。 

此外，2022 款零跑 T03 采用了高强度钢笼式车身结构，高强度

钢占比接近 70%，关键部位如主梁、AB柱等采用热成型超高强度钢材

及先进高强度钢，最高强度超过 1200MPa，同级别高强钢占比最高，

用料扎实、工艺尖端，为用户带来全方位安全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2022 款零跑 T03 配备了同级少有的一体式全铝

合金防撞梁，防护占比达到 62%以上;集成式塑料前端模块及溃缩式

吸能盒设计，有效吸收碰撞能量。 

面对用户不断增加的个性化需求，2022 款零跑 T03 进行了全方

位的创新，新车产品命名灵感来自宝石，对应着零跑 T03“凭本事炼

就漂亮”的 slogan。2022 款零跑 T03 不仅命名新颖，外观内饰设计

也采用了曲面科技美学设计理念，拥有 8 种外观颜色，光白、磁灰、

金属黑、夜眸蓝、流沙粉、珊瑚橙、新氧绿、星河银，视觉观感年轻

时尚;内饰拥有全灰、紫灰、黑蓝、青灰、青橙 5 种配色;色彩丰富，

更符合当下年轻用户审美。 

自 2020 年新能源纯电小车市场爆发以来，零跑 T03 一鸣惊人占

领了高端纯电小车细分市场，实现口碑销量双丰收。如今，2022 款



 

零跑 T03的上市，带来产品智能科技、高能驾享、轻松舒适三个维度

的全面升级，进一步夯实了零跑 T03高端智能纯电小车的标签，也更

好满足了用户的个性化追求。 

 

 鸿蒙首款汽车 AITO问界 M5传来消息，发布三天订单突破 2000台 

小康集团旗下赛力斯全新高端品牌 AITO 的首款车型问界 M5，于

本月正式推出，据相关可靠人士透露，问界 M5 在上海、深圳、杭州

和成都四个已到展车的城市，大定订单 3 日突破 2000 台。赛力斯正

在加速全面排产，以实现规模交付。问界 M5定位中型智能豪华 SUV，

兼具卓越性能以及 WLTC 超 1000km 的续航，可以给用户带来全场景智

慧出行体验。 

 

目前赛力斯正在加速全面排产，以实现规模交付。 

据了解，问界 M5 定位中型智能豪华 SUV，外观和赛力斯 SF5 有



 

些相像，但问界 M5 的前脸设计更加简洁，大面积的梯形格栅占据了

前脸的主要位置，整体给人的感觉也稳重了许多。 

AITO问界 M5的卖点之一肯定有其率先搭载的全新 HarmonyOS智

能座舱，华为高管称其突破传统车机“应用少、升级慢、体验差”的

三大痛点。 

 

这套 HarmonyOS智能座舱可将用户的全感官操作结合起来，融合

到整套鸿蒙智慧终端生态，再通过底层打通，实现人、手机、智能家

居、智能手表等设备间的无缝互联。 

动力方面，问界 M5采用增程式混动，由 1.5T 发动机+前/后共两

台电机组成，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 125 马力，0-100km/h 加速

最快仅需 4.4 秒。 

续航部分，该车搭载容量为 40kWh的电池组，综合续航里程将超

过 1000km。至于油耗方面，在 WLTC 工况下，其油耗为 0.8L/100km。

此外， 新车还配备了全铝底盘。 

赛力斯与华为围绕技术，渠道，产品三大产业核心展开合作。AITO



 

品牌融合了双方先进技术与优质资源，其中，赛力斯负责制定 AITO

整车研发、采购和制造体系，并对高品质交付及服务能力充分保障。

而华为秉承帮助车企“造好车、卖好车”理念，在产品设计、品控、

渠道销售等方面对 AITO 深度赋能，并将最新的鸿蒙智能座舱首先用

于问界 M5。新车将在更多华为渠道以智选车身份进行销售。 

据透露，双方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多款新车型的开发，对 AITO

产品布局有清晰规划。(来源：第一电动网) 

 

 本田新款奥德赛 e：HEV正式上市 

近日，新能源汽车网从本田官方获悉，广汽本田新奥德赛正式上

市，作为中期改款车型，新车沿用了日规版车型的设计造型，全系列

搭载 2.0L 混合动力系统，并对配置进行了升级。新车分为 5个版本，

市场指导价为 23.58 万-32.88 万元(其中，选格陵兰白、流光幻紫车

身色需另付 2000 元)。 

 

本田奥德赛 e：HEV 



 

外观方面，新车继续沿用日版奥德赛的设计造型，可谓焕然一新，

中网更改为六边形的大嘴式设计，视觉效果变得霸气，新的大灯组采

用了全 LED 灯源，相比现款更为时尚动感。 

侧尾方面，车尾采用了“e：HEV”的尾部标识表明身份。车身三

围方面，长宽高分别为 4861/1820/1712mm，轴距达到了 2900mm。值

得一提的是，新车加入了电尾门还带有脚踢感应开闭功能。 

内饰方面，新车加入了悬浮式的中控屏+按键式的换挡机构，全

新款式的三辐式方向盘造型更加年轻运动。中控屏幕升级为 10.1 英

寸悬浮式中控屏幕，并搭载最新一代 Honda CONNECT3.0的车机系统，

使车辆的智能化程度有了明显提升。并支持在线导航、在线娱乐、智

能语音助手、车家互联、手机远程监控、OTA在线升级等功能。 

动力方面，新奥德赛将仅推出混动版本，搭载 2.0L 阿特金森发

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 107kW，175N·m，

电动机功率 135kW，315N·m，匹配 E-CVT 变速箱，WLTC 油耗为 5.88 

L/100km。(来源：新能源汽车网) 

 

 集度：首款汽车机器人 2022年亮相 2023年量产交付 

12 月 27 日，在百度 AI 开发者大会上，百度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李彦宏表示，集度计划 2022 年上半年发布首款汽车机器人概念

车，并于 2023 年实现量产交付。汽车机器人是百度对汽车未来发展

的判断，代表“聪明的车”。 

集度的汽车机器人将贯穿三个科技理念，即自由移动、自然交流



 

和自我成长。 

首先，集度的汽车机器人拥有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能力，可“自

由移动”。 

其次，汽车机器人将实现人车交互及语音语义的精准识别，让车

与人能“自然交流”，理解用户情绪，实时响应用户需求。 

第三，汽车机器人可以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来进行自我学习和迭

代，不断优化自动驾驶及智能座舱体验，实现“自我成长”。 

李彦宏表示，智能交通将是影响深远的一项的重大变革，可在

10 年之内基本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汽车机器人代表“聪明的车”，

展现了百度对汽车发展的未来判断；而 AIR（AI Road）智能道路系

统则是百度推出的路端“自动驾驶系统”，代表了“智慧的路”。 

 

AIR 具备与自动驾驶车辆同类的传感器、计算单元、软件及云端

系统，拥有自动驾驶感知、规划与决策能力。目前，百度 AIR 智能道

路系统已在全国 2000 多个路口实现“城市级”信控实时优化，提升

了 15%至 30%的出行效率。 



 

集度汽车是百度和吉利合资的汽车品牌，2021 年 3 月 2 日注册

成立。12 月初，集度、蔚来、吉利正式成为线控转向（SBW）技术发

展和标准化研究联合牵头单位，将牵头线控转向相关国家标准的制定。

SBW被看作汽车智能化核心技术，甚至是高阶自动驾驶的必要执行器。

因为在 SBW 中，转向可以依靠驾驶员方向盘输入信号，更可以脱离方

向盘，根据自动驾驶软件要求独立转向。(来源：第一电动网) 

 

 小鹏 P7新增 670E+车型 

近日，新能源汽车网从小鹏汽车官网获悉，小鹏 P7 新增了 670E+

以及 670E+鹏翼版，两款新车为 670E 对应车型增配而来，670E+换装

19 英寸车轮组，而 670E+鹏翼版增加后排隐私玻璃，官方指导价分别

是 27.99万元以及 36.79万元。 

 

外观方面，作为新增的车型，新车在外形方面并无调整，670E+



 

和 670E+鹏翼版两款车型，新增“选装的 19 英寸运动轮圈及米其林

轮胎”，原本 670E 需要加 5000 元的选装配置在新车型上相当于仅增

加了 3000 元。而“670E+鹏翼版”则是小鹏 P7 首个应用“后排隐私

玻璃”的车型。 

动力方面，两款新车搭载的均为最大功率 196kW，390N·m 的电

动机，搭配容量为 80.9kWh的三元锂电池组，NEDC续航里程为 670km。

(来源：新能源汽车网) 

 宁德时代与德方纳米共同对曲靖麟铁增资 9 亿元 推进宜宾磷酸

铁锂项目 

12月 27日，德方纳米发布公告称，经公司与宁德时代友好协商，

双方决定对曲靖麟铁共同增资人民币 9 亿元，双方具体增资情况为公

司出资人民币 5.4亿元；宁德时代出资人民币 3.6 亿元。 

今年 1 月 18 日，德方纳米、宁德时代与江安县人民政府签署投

资协议书，约定在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投资建设“年产 8万吨磷酸铁

锂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18 亿元，分 2 期建设，总建设周期为 36 个

月。曲靖麟铁将把本次股东的增资款向其全资子公司宜宾市德方时代

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用作宜宾项目的建设资金，本次增资有助于子公

司项目建设的推进。 

官网资料显示，德方纳米是全球领先的锂离子电池核心材料研发

制造企业，专注于纳米磷酸铁锂、碳纳米管、碳纳米管导电液等产品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宁德时代是全球领先的锂离子电池研发制造公

司，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系统、储能系统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https://www.d1ev.com/tag/%E5%AE%81%E5%BE%B7%E6%97%B6%E4%BB%A3
https://www.d1ev.com/tag/%E7%94%B5%E6%B1%A0


 

启信宝资料显示，曲靖麟铁由德方纳米、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时代”)共同持股，其中德方纳米与宁德

时代持股比例分比为 60%、40%。德方纳米、宁德时代均为 A 股上市

公司。本次增资后，宁德时代与德方纳米持股比例不变。 

除了用作宜宾项目的建设资金，德方纳米还表示，本次增资有助

于优化曲靖麟铁的资产负债结构，提升其融资能力，保障各项业务的

顺利开展，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来源：第一电动网) 

 

行业聚焦 

 首批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上线 三电、起火全赔 

上海保险交易所 12月 27日正式上线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以下

简称交易平台），并首批挂牌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太保产险等 12

家财险公司的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为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

落地服务提供支持。 

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定位于为新能源车险专属产品服务的综合

交易服务平台。前端为保险消费者提供投保、查询等服务，降低交易

成本，增强消费者满意度、获得感；后端会同有关单位，通过对接大

数据平台等，提供风险管控、产品创新、数据共享、交易监测等配套

服务。 

这是继《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专属条款（试行）》和《新能源汽

车商业保险基准纯风险保费表（试行）》之后，保险行业在新能源车



 

险服务模式上的又一重大创新，是车险交易市场模式改革的有益实践

和探索。 

交易平台助力保险公司直达消费者，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

率，让新能源车主切实享受到车险综改的政策红利。目前，交易平台

能为新能源车险消费者提供线上投保、保单查询、订单查询等一站式

综合服务，未来将陆续开放批单查询、理赔进度查询、电子保单下载

等功能，不断提升线上消费体验，三大优势让老百姓买得安心、选得

放心、用得舒心。 

 

交易平台支持各类新能源车险专属产品挂牌以及新能源汽车交

强险与商业车险的组合销售，消费者可以在线上便捷地触达多家保险

公司的新能源车险专属产品，并根据个人需求选择称心如意的产品和

服务，充分满足不同客户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况，

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 

平台上线后将从两方面为行业赋能： 



 

一方面，服务行业机构降本增效。作为专业化的第三方交易平台，

新能源车险交易平台能够通过标准规范的数字化交易流程，实现数据

流和业务流的融合统一和高效管理，能有效提高产品交易的质量和效

率，缩短交易链条，降低行业交易成本、获客成本和操作风险，提升

新能源车险业务线上化、智慧化水平。 

另一方面，提升行业新能源车险供给服务水平。交易平台对接新

能源汽车承保理赔数据，为行业积累真实准确的纯风险损失率，为行

业开展产品创新及提升理赔服务提供数据基础，并通过链接新能源汽

车大数据，提供定价、核保、核赔等支持，提升行业风险管理能力和

服务水平。(来源：第一电动网) 

 

 张永伟：未来 3-5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应重点关注的 10个趋势 

近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受邀参加北

京大学能源研究院举办的第三届跨越石油时代国际研讨会，发布《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与政策展望》主题报告。在报告中，张永伟重

点梳理了未来三到五年中，值得新能源汽车行业关注的 10 个重要发

展趋势，并在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未来 3-5 年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 10 个重点趋势 

1、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已进入不可逆的快车道 

全球汽车发展的唯一方向就是新能源化，或者说是电动化，这已

经成为全球各国家和企业的共识。过去，很多国家对这点存在争议和

摇摆，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则一直在增长，不断迈上新台阶。经



 

过这几年的发展，新能源化这个不可逆的态势已基本形成。 

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10%，即汽车增量当中

电动化的比例超过 10%，到 2025年预计会突破 30%。美国、欧洲等国

家的渗透率也在增长，特别是北欧，挪威电动汽车的新车销售占比已

接近 100%。当然，各国电动化的技术路线不?样。中国以纯电为主，

欧洲以插电为主，日本则以弱混为主等。 

2、中国仍将在较长时间内处于领跑地位 

基于百人会研究预测，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的年销量将突破 500

万辆，2025 年将达到至少 700 万辆，乐观估计 900-1000 万辆。从 100

万辆到 1000 万辆，也就几年时间，这个发展速度创造了全球新能源

行业“之最”。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增速以及所带动的产业规模，

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以动力电池为例，到 2025 年，中国电池装机

量将达到 600GWh，全球规模最大。 

3、中小城市与农村将成为新能源汽车新的市场增长点 

过去，中小城市和农村消费者的第?辆车往往选择燃油车。进入

机动化高速发展阶段，消费者的第?辆车将很有可能是新能源汽车。

这会成为未来 3-5年，继大型城市之后，中国电动化市场的一个爆发

点，并成为未来市场增量中一个最重要的领域。这会对碳减排、改善

三四线城市和农村机动化出行发挥巨大的作用。 

4、中国电动汽车真正进入市场化竞争阶段 

2021 年是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分水岭。从市场竞争格局来看，

2022 年财政补贴将全部退出，所有车企将处于同一政策起跑线，车



 

企的竞争势必会更加激烈。补贴退出后，新上市的车型也会扎堆出现，

特别是外资品牌。2022-2025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将进入大量新车

型、新品牌扎堆涌现的阶段。 

与过去十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的特点不同，市场竞争将进入真

正的大浪淘沙的阶段。过去靠补贴成长起来、缺乏竞争力的产能和品

牌，在这个阶段会面临极大挑战，?些产能会加速退出，?些品牌会销

声匿迹。 

5、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正式合二为一 

过去十年，汽车产业变革的主题是电动化。下?阶段，变革的主

题将是基于电动化的智能化。电动化的普及要靠智能化来拉动，单纯

的电动汽车不会成为市场卖点，只有更加智能的汽车才是市场竞争的

焦点。反过来看，只有电动汽车才能更完整的嵌入智能化技术，智能

化技术的最佳载体是电动化的平台。因此，电动化基础之上会加速产

生智能化，“两化”在汽车上会正式合体。 

6、能源革命和汽车革命实现实质性协同 

随着“双碳”的实施，能源侧变革会让电动汽车实现绿色化，使

用上真正的可再生能源。同时，新能源汽车可以通过接入电网实现车

网互动。风电、光伏、储能、电动汽车加智能电网这一理想模型会提

前实现。未来 3-5 年，技术和政策会进一步支撑电动汽车的绿色化，

从小范围试点慢慢走向规模化发展的轨道，能源革命和汽车革命将真

正实现实质性的协同。 

7、供应链成为汽车企业的发展瓶颈和重要竞争力 



 

低碳化是汽车供应链面临的第一个巨大挑战。全球碳中和愿景下，

几乎所有的整车企业、零部件产业都高度关注和依赖供应链的变革，

供应链如何实现绿色化、低碳化或者净零排放是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大型汽车企业碳中和的时间表在2035年或2040年前，距今只有10-20

年，届时将实现产业全链条的净零排放。这意味着，不仅是整车制造

环节，从上游零部件的生产制造到物流运输都要实现净零排放。 

智能化是汽车供应链面临的第二个挑战，特别是芯片。2021 年，

全球汽车产业因芯片供应短缺减产规模约 1000 万辆，中国平均减产

20%。 

供应链是电动汽车和智能汽车未来发展要迈过的一道关键门槛。

这个供应链是全球化的，企业除了受自身战略影响，还会受到国际等

外部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疫情、大国贸易纠纷、技术竞争、海运等，

都会影响汽车产业供应链的格局变化。 

8、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节奏会明显加快，汽车产品全栈式电动

化大幕拉开 

市场的爆发会激发新一轮汽车技术创新浪潮。过去，困扰新能源

汽车市场化的主要问题是成本。2022 年补贴退出后，技术将成为新

能源汽车和燃油车竞争的核心因素。技术的进步使新能源汽车已基本

具备与同级燃油车竞争的经济优势，真正迎来行业期待的拐点。 

由于经济性优势，高端品牌电动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蔚来汽车

已经进入同价位宝马、奔驰的市场。在 A0 级市场，尤其是 5 万元以

下的电动汽车市场，其性价比也超过了燃油车。得益于技术，特别是



 

电池技术的进步，“最便宜的车”和“最贵的车”这两端电动化的优

势已经非常明显。未来几年，行业竞争的重点将会集中在 20 万左右

的“中间”市场，并逐渐形成新的优势。 

9、电动化带动商业模式快速创新 

汽车电动化进入真正的市场化阶段之后，将带动大量商业模式快

速创新。例如光储充一体化模式、换电模式、电池银行模式等。 

10、基础设施配套逐步补齐并衍生三网融合新业态 

燃油车时代的基础设施只有加油站、加气站，由于汽车电动化的

发展，未来能源基础设施会发生重大变化。充电、换电、快充、慢充、

电池的移动补电、加氢等等，将会构成融合的基础设施。这将未来电

动化发展的重大亮点，也是行业投资的热点。 

二、未来产业发展的六点建议 

1、补贴退坡要有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汽车电动化高速发展的

阶段，政策应该保持适当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2022 年补贴退坡是

必须的，但最好不要有高频度的调整。到年底退出而不是年中提前退

出，是多方共同的预期。 

2、补贴退坡后可以由双积分来支撑。双积分是补贴退坡后助推

汽车电动化最重要的政策。继续优化双积分政策对行业影响巨大，

2022 年优化的重点是进一步提高比例，并允许积分交易。同时要扩

大范围，在乘用车以外，货车和商用车也可以纳入。 

3、把汽车纳入碳交易。让碳政策对汽车行业实现约束，也能激

励汽车实现可再生绿色化。 



 

4、在使用端给予支持。购车补贴退出后，可以在用车方面给予

支持。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充换电领域，给建设者和使

用者补贴补助，让使用成本更低。 

5、制定非货币化的政策。包括在部分城市给予新能源汽车不限

购、不限行、实行专用车道、优先停车等些非货币化政策支持。 

6、鼓励支持先行城市和企业。包括鼓励先行省份城市全面推动

电动化，鼓励先行企业率先实现零碳，鼓励先行工厂实现净排放或零

碳供应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