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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分析全球、中国及重点省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形势，

有助于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提供决策参考。良好的传统汽车产业基础、中央及地方政府层面

的政策扶持是我国新能汽车产业能够快速发展的关键，不同城市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模式差异明显。

控制产能快速扩张、强化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研发、鼓励传统与新能源汽车企业之间的产能合作、完善

配套政策及使用环境等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十四五”时期的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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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energy vehicle is the key field of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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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in the world, China and key provinces 
is conducive to providing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 good found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policy sup-
port 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levels are the key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nergy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models of cultivating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ies in dif-
ferent cities are obviously different. Controlling the rapid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capacity, streng-
then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ore technologies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encouraging 
capacity cooper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sup-
porting policies and utilization environment are the development focuses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in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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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能源汽车是未来汽车产业的两大核心领域之一，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也是我国深入贯彻落

实《中国制造 2025》战略的重点领域。得益于国家出台了大量产业扶持政策[1]，中国品牌在新能源领域

竞争力的持续提升[2]，而我国需要通过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改善过于依赖合资企业的发展模式[3]，
促进我国汽车产业朝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提升。然而，由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发展过程中过于依

赖宏观政策，不同城市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模式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地方政府盲目跟风导致全国新能

源汽车产能提升过快。为此，在深入分析全球、全国、重点省市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形势及主要城市

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模式基础上，提出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2.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概况及形势 

2.1.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概况 

尽管“十三五”期间全球汽车产业总体呈加速下行态势，汽车产销增速不断降低并由正转负，但新

能源汽车领域则呈快速发展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发达国家汽车尾气排放政策日趋严苛、财政补贴政策广

泛实施、充电配套完善设施日趋完善等因素。截至 2020 年年底，全球汽车销量 7769.80 万辆，2016 年以

来年均下降 4.6%，呈现明显下行态势(见表 1)。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由 2016 年的 94.5 万辆增至 2020 年

的 324 万辆，年均增长 36.1%，占全球汽车市场的份额提升至 4.17%。此外，新能源汽车企业在资本市场

表现强势。2020 年下半年，特斯拉、蔚来、小鹏、恒大、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股票均在半年内大幅度增

长，其中特斯拉已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汽车企业，比亚迪也跃居为国内市值最高的汽车企业，作为国内

最大动力电池供应商的宁德时代的市值也一度逼近万亿元规模。 

2.2. 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概况 

总体上看，我国汽车市场已经结束了高速发展阶段，进入低速甚至负增长阶段，但新能源汽车仍然

保持高速发展态势，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龙头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及推广应用均跻身全球前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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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份额呈现下降态势。尽管国家已经放开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资股比限制，但

为防止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国家严格控制新增新能源整车生产资质，侧重鼓励通过兼并重组或代工方

式实现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国务院办公厅已于 2020 年 11 月初发布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第二轮专项国家

级规划——《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尽管国家扶持的侧重点有所变化，但对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重视不变。得益于国家多年密集的产业政策扶持，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日趋完善，除了

在 2019 年由于之前连续两年补贴退坡而造成销量明显下滑外，2020 年在克服全球 COVID-19 疫情的不

利影响再次实现逆势增长。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136.6 万辆，同比增长 7.5%；销量为 136.7 万辆，

同比增长 10.9% (见图 1)。 
 
Table 1. Global automobile and new energy sales and growth from 2016 to 2020 
表 1. 2016~2020 年全球汽车及新能源销量和增速情况 

指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汽车销量(万辆) 9385.64 9566.06 9505.59 9129.67 7769.80 

增速(%) 4.65 1.92 −0.63 −3.95 −14.9 

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94.5 142 226.3 221 324 

增速(%) 72.0 50.3 59.4 −2.34 43.4 

数据来源：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http://www.oica.net/。 
 

 
Figure 1. Sales volume and growth rate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20 
图 1. 2013~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及增长率 
 

总体上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日趋完善，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各个环节均培育出具有较强竞争

力的有龙头企业(表 2)。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线路以纯电为主、插电式混合动力为辅助、同时兼顾燃料电池汽车[4]，这与欧

美、日本等国家的发展线路有明显差异[5]。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品牌插电混合动力技术的日趋成熟，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而燃料电池汽车则侧重于商用车领域，市场份额不会太大。从 2020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不同类型销量看，纯电动汽车销量为 111.5 万辆，市场份额高达 81.5%，已明显下降；

插电式混动汽车销量为 25.1 万辆，同比增长 8.4%，市场份额 18.4%且呈现明显增长态势；燃料电池汽车

销量为 0.1 万辆，同比下降 56.8%，市场份额仅为 0.1%。总体上看，尽管纯电汽车的进入门槛较低同时

也是国家发展大方向，但动力电池出现革命性突破之前，技术门槛更高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未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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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还有很大市场空间，比亚迪的 DMi 超级混动、长城的柠檬混动等混合动力总成都是国产品牌的优秀代

表。对江门而言，应紧跟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大方向，结合自身实际找准定位，积极引导本地整车

企业或者引进企业大力发展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源汽车。 
 
Table 2. Enterprises related new energy automobile industry chain 
表 2.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 

产业链环节 关键零部件 代表企业 

上游企业 

正极材料 当升科技、湖南杉杉、北大先行等 

负极材料 贝特瑞、上海杉杉、风华高科等 

隔膜 星源材质、沧州明珠、胜利精密等 

电解液 新宙邦、天赐材料、国泰华荣等 

电芯 ATL、比亚迪等 

中游企业 

电机 比亚迪、大洋电机、华为电机等 

电控 上海电驱动、巨一自动化、蓝海华腾等 

动力电池 比亚迪、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国轩高科等 

下游企业 

整车 比亚迪、蔚来、小鹏、威马、广汽埃安、华为赛丽斯等 

充电桩/充电站 万安科技、佛然能源、鹏辉能源等 

电池回收 中化国际、启迪环境、科力远等 

2.3. 主要省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概况 

广东自 2016 年以来一直是我国汽车产销规模最大的省份，凭借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及地方政府的强

力扶持，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且由自主品牌主导，比亚迪、广汽埃安、小鹏汽车

等中国品牌企业技术研发能力及竞争力持续上升，比亚迪更是具备了参与全球汽车产业竞争的能力，深

圳与广州已成为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两大龙头城市[6]。广东省政府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发布的《广东

省发展汽车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指出，到 2025 年全省汽车制造业营业收入超

过 11000 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超过 60 万辆，新能源汽车公用充电桩超过 15 万个，依托广东省良好的

产业优势，培育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显然，新能源将是全省汽车产业发展重点。到 2020 年，广东汽车

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9255.48 亿元，同比增长 9.4%，占全国比重 11.35%。汽车的产量为 309.29 万辆，

同比下降 1.2%，占全国汽车产量比重达到历史新高 12.26%；汽车销量为 311.64 万辆，同比下降 2.01%)。
在新能源汽车产量方面，近年来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总体保持较快发展势头，到 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达到 20.87 万辆，2014 年以来年均增速 57.8%，但增速波动较为明显(见图 2)，发展势头明显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南方产业智库与大搜车智云联合发布《2020 年广东乘用车市场零售量分析报告》显示：2020 年

广东新能源汽车整体上险量为 16.63 万台，名列全国第一。 
作为全省龙头企业的比亚迪已经连续多年蝉联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并具备了全球性竞争力，其

新能源汽车产品已经在全球五大洲 200 多个城市投入运营，比亚迪的 DMP 及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总成、

刀片电池、IGBT 芯片等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广汽埃安、小鹏汽车等新能源汽车企业同样呈现良好

发展势头，华为也强势进军新能源汽车领域且已与重庆金康塞力斯发布了首款增程式新能源汽车产品赛

力斯 SF5。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方面，全省已涵盖整车生产、三电、电池关键材料等领域，实现了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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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产业化，基本形成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珠三角及粤东西北相关地市

配套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格局。其中，广州、深圳、肇庆以生产新能源乘用车为主，珠海、佛山、

中山、惠州以生产新能源客车为主，佛山、云浮等是氢燃料电池率先推广的先行示范区。 
 

 
Figure 2. Output and growth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Guangdong from 2014 to 2020 
图 2. 2014~2020 年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及增速情况 

3. 不同城市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模式 

3.1. 传统汽车强市主要依靠雄厚的产业基础 

得益于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上海、广州、重庆、长春、北京、柳州等传统汽车生产大城市主要借

助原有整车企业，通过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抢占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高地，新能源整车及零部件制造、配

套设施建设、推广应用等方面走在全国前列，部分城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已跻身全球前列[7]。此外，

政府层面的大力扶持也是重要推动力。比如，作为我国最大汽车城市的上海除了扶持本地的上汽荣威、

上汽名爵等自主品牌企业，还通过低价厂房用地、高额免息贷款等政策引进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

业——特斯拉，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深圳则通过政府采购、扶持研发投入等措施大力扶持

当地龙头企业——比亚迪实现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快速发展，使其在资本市场和新能源制造领域成为我国

最大的中国品牌汽车企业，而深圳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配套设施建设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 

3.2. 后发城市主要依靠产业政策扶持及自身关联产业配套 

1) 合肥。依托江淮等传统整车企业，合肥在传统及新能源汽车产业方面的发展一直不愠不火，直到

通过产业政策扶持引进蔚来汽车总部落户，同时带动以国轩高科等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快速发

展，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才形成明显后发优势。早在 2016 年，蔚来汽车通过江淮汽车代工与合肥政府形

成初步合作，2020 年 4 月与濒临破产的蔚来签订 70 亿元的股权融资，蔚来借此度过困境并在 2020 年下

半年的资本市场迎来大幅度增长，蔚来汽车也正式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中国总部并建立总部管理、

研发、销售服务、供应链制造一体化基地。受此影响，国轩高科在 2020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企业中稳居

前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5.15%。当前，合肥已集聚江淮汽车、蔚来汽车、江淮大众、安凯客车、

合肥长安、奇瑞汽车、国轩高科、华霆动力、巨一电机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上百家，形成了涵盖整

车、关键零部件应用、配套的完整产业链。 
2) 青岛。作为汽车产业后来者，青岛在传统汽车产能方面一直保持良好优势，但一直缺乏总部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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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业，未能有效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先机。直到 2021 年 2 月初，青岛莱西市通过定向招商成功

将北京汽车制造厂有限公司黄骅公司的注册地及所有传统和新能源整车生产资质转移至莱西，总部汽

车企业落户使得青岛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的后发优势快速增强。当前，青岛已落户北汽新能源、国

轩控股、泰和兴业、鑫和宇泰等 40 余家新能源龙头及配套企业，本地配套率达 50%，青岛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日趋完善并呈现快速崛起势头。2020 年，青岛整车产量近 120 万辆，已连续 3 年突破百万辆规

模，其中新能源汽车近 13 万辆，创历史新高；青岛全年汽车产业增加值增速超过 20%，对青岛工业增

长贡献率超过 45%。 

3.3. 欠发达城市主要依靠产业政策扶持及周边产业配套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相对欠发达城市的肇庆在引进新能源整车企业之前，汽车产业一直处于缓慢发展

状态，肇庆政府通过主动招商，通过产业扶持及周边产业配套优势，成功引进新能源整车企业——小鹏

汽车落户，带动宁德时代动力电池工厂等一系列相关配套产业落地，实现欠发达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跨越式发展。2017 年 5 月，肇庆未雨绸缪抢抓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契机，积极引进当时仍未获得整车生

产资质的小鹏汽车落户肇庆高新区。而 2020 年 3 月小鹏汽车通过收购佛山福迪汽车获得汽车生产资质，

在获得造车资质的两个月后，第一辆小鹏 P7 在肇庆智能工厂下线并在短短 150 多天后刷新了国内造车新

势力单车型中的万辆下线最快纪录。2021 年一季度，小鹏汽车总交付量达 1.33 万台，同比增长 487%，

小鹏汽车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并有望带动肇庆成为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第三极。在小鹏汽车带动下，2020
年肇庆汽车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52.78 亿元，位居全省第 8，增速高达 45.95%，位居全省第 1，而

2016 年肇庆汽车制造业规模仅为 78.53 亿元。相比之下，江门汽车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仅为 99.7 亿元，

同比下降 4.8%，而 2016 年江门汽车制造业规模为 91.56 亿元，发展非常缓慢。 

4. 地方政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分析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能力，导致许多城市纷纷出台多种政策，

加快投资并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8]。从中央及地方政府已出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看，主要包括

直接资金扶持、产业用地支持、企业研发及人才引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等 4 类政策[9]。不同城市的

地方财力差异较大，因此支持扶持力度也明显不同。 

4.1. 资金扶持政策 

1) 企业引进奖励，可减轻企业落户的资金压力。针对新能源汽车领域国内知名整车、零部件及配套

企业落户进行资金扶持或者按照投资的一定比例进行奖励，规定奖励资金用于企业在落户地投资的新能

源汽车领域的项目建设、设备购置、研发投入等。如青岛市规定：对总投资 30 亿元及以上新能源汽车整

车项目及新引进世界 500 强中的汽车整车生产企业，按照“一事一议”原则给予奖补；对总投资 30 亿元

以下，新获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整车投资项目备案并经工业和信息化部核准的整车项目，自正式

投资协议签订后 3 年内实现投产的，对生产乘用车的企业，给予 1 亿元一次性奖励；对生产商用车的企

业，给予 50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2) 企业发展奖励，用以鼓励已落户企业加快发展步伐。按照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或者产能利用率

情况进行分等级资金奖励。如肇庆规定：对新能源乘用车整车生产企业、汽车零部件企业年度主营业务

收入首次突破 100 亿元的，给予 1 亿元奖励；对新能源纯电动商用车、专用车整车生产企业年度主营业

务收入首次超过 10 亿元的，给予 1000 万元奖励。此外，有些地方政府制定类似的销售奖励政策。如四

川规定：支持省内整车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扩大销量，对新能源乘用车、货车、客车产品年销量分别达

到 10,000 辆、5000 辆、3000 辆，且年销量同比增长 10%以上的，给予销售额 0.5%的一次性奖励，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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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 

4.2. 产业用地支持政策 

主要用以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重点项目优先落实用地计划指标和耕地占补平衡指标。如上海在在嘉

定等区县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基地，通过产业用地储备随时保障重点新能源汽车产业

及配套项目的产业用地需求。 

4.3. 企业研发及人才扶持政策 

1) 企业研发奖励，主要用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增资扩产及装备升级改造。支持新能源汽车的

改扩建项目、引进技术和装备项目、企业收购兼并境外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和研发机构且获得相对控股

权的项目，给予贷款贴息或无偿资助。如上海规定：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认定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按照本市有关规定，由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给予支持。 
2) 产学研促进措施，用以支持促进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之间积极开展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合作。

如青岛规定：支持企业实施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开展产学研用合作，组

织实施填补新能源汽车重大核心关键技术空白的研发、应用示范项目，按照项目总投资额 40%的标准予

以补助，最高不超过 1500 万元。 
3) 人才引进及就业补贴政策，主要用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层次人才引进，重点在科研经费、落户安

居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在协助企业在招工用工方面给予扶持资助。如肇庆规定：支持新能源汽车及汽

车零部件企业自主培育、引进创新团队和领军人才，给予企业科研经费支出后补贴，全市每年奖补总额

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鼓励相关院校增设新能源汽车专业，培养新能源汽车专业实用型人才，视办学规

模、等级、学制每年给予 20~200 万元补贴。对新能源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企业申报入选国家级、省级

重大人才工程项目的人才和团队，分别按国家级、省级扶持资金的 100%、50%予以配套扶持；对引进的

特殊紧缺人才可实行“一事一议、一人一策”灵活待遇政策。 

4.4. 新能源推广应用扶持政策 

鼓励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支持公交、出租、公务、环卫和邮政等公共服务领

域的单位申请国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充电设施配套建设、优先停车、不限行、

电费补助等政策与新能源汽车终端用户关系较为密切，有针对性的政策更有利于新能源汽车的普及。 

5. 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建议 

面向“十四五”全新发展时期，我国汽车产业将迎来新一轮对外开放[10]，进一步加快培育并构建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积极融入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为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并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体上看，控制产能快速扩张、强化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研发、鼓励传统与新

能源汽车企业之间的产能合作、完善配套政策及使用环境、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等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十四五”时期的发展重点。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是控制新能源汽车产能无序扩张，鼓励新入行新能源汽车企业与传统汽车企业加强产能合作。国

家层面需控制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资质牌照总量，防止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快膨胀，同时加强对地方政府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监管，避免无序竞争。促进新入行企业与传统燃油汽车企业的合资合作，特别是

经营不善的传统汽车企业，积极盘活现有整车产能，促进新能源汽车整体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重点依托体制机制灵活的民营自主品牌企业，提升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研发水平，提升核心零

部件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掌控能力。国有汽车企业尽管体量较民营企业大，但体制机制不够灵活，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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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及资本市场的活力不及民营企业，在产业政策支持方面应有侧重地支持技术实力及产销规模较强的

民营企业。 
三是鼓励国有及民营企业在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供应链等方面加强合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新

能源汽车芯片供应不足问题，打造安全可控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四是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服务支撑政策。提高产业扶持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避免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早期的政策漏洞，财政补贴逐步由制造领域转向配套服务建设领域。地方政府层面的产业

扶持政策需避免恶性竞争，加强对新能源汽车项目可行性及潜力评估。 
五是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步伐。在 COVID-19 疫情常态化趋势及欧美发达国家日趋严峻

的环保政策压力影响下，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在欧美发达国家越来越受到欢迎，通过高端新能源汽车产

品积极抢占发达国家新能源汽车市场，同时加快“一带一路”沿线中低端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培育，不断

加快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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