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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刘唤宇

自5月1日起，上海市实
施了更为严格的限行政策，外
地牌照和“沪C”牌照的使用范
围限制更加严格，导致沪牌的
拍卖价格再度飙升。而近日，

“五菱宏光MINI EV申请上
海绿牌受限”的话题再次引发
了业内外广泛关注。

据相关媒体报道，上海市
或将在近期发布新政，对车辆
价格和车辆尺寸提出进一步
限制要求，除了车辆售价不低
于10万元，同时车长尺寸不低
于4.6米的标准外，续航不低
于400千米、最高时速也都有
可能成为新的限制条件。达
不到上述硬性要求的车型，可
能就无法享受“送沪牌”的政
策了。

沪牌新政的限制释放了
哪些信号？是否会给上海新
能源汽车市场带来冲击？对
此，中国城市报记者进行了采
访分析。

微型电动车
在沪上牌遇困

自2020年7月份上市起，
五菱宏光 MINI EV 迅速爆
红，创下了270天单车累计销
量破27万台的记录，一改传统
微型电动车“粗制滥造”的印
象。面对市场需求，以及通过
生产微型电动车来应对新能
源双积分政策的诉求，沉寂一
时的A0/A00 级电动车市场
重燃生机，微型电动车再度成
为各大车企的发力点。

根据全国乘用车联合会
发布数据显示，2020 年全年

国内新能源车销量 116.0万
辆，同比增长10%，上半年增
速-43.0%，下半年增速72.0%。
其中A00级电动车全年累计
同比增长62.7%，占新能源乘
用车比例较2019年 17.3%提
升至26.5%，今年1—3月这一
数字更是升至33.9%。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新能
源汽车分会秘书长章弘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价格优势是微型车迅速崛
起的首要原因，2.5万元—4.5
万元的车型，大多数城镇家庭
都唾手可得，尤其在年轻伴侣
和主妇之间最有人气。微型
车时尚的外形可以伴随青年
人出行，也是一种实惠的“购
物车”“买菜车”，来往于超市
和住宅之间非常方便。此外，
车身小便于停车、使用费用低
廉也是微型电动车崛起的主
要原因。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逐渐
成为限购城市的“新宠”。
2014年发布的《上海市鼓励购
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
法》规定，消费者购买新能源
汽车用于非营运的，上海市免
费发放专用牌照额度。

微型电动车成为消费者
获取上海牌照的“捷径”，但
值得注意的是，从今年4月中
旬以来，就出现了大量五菱
宏光 MINI EV 在上海无法
获得免费新能源专用牌照的
相关消息。

近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
致电五菱汽车上海五菱销售
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
前五菱宏光MINI EV暂时无
法在上海免费上牌。“以前新
能源汽车上牌都是免费的，但

今年5月以来，10万元以下的
新能源车型就不再享受免费
赠送牌照服务了。最开始是
以系统调试为理由暂停了牌
照额度申请，目前还要等相关
的政策下发才能确定后续情
况。”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政
策明确微型电动车无法在上
海免费上牌，后续销量可能会
受到影响。

受影响的不只是五菱宏
光，长城旗下的“黑白双猫”、
长安奔奔E-Star、零跑T03、
奇瑞小蚂蚁、荣威CLEVER等
微型新能源车型都已暂停上
牌，等待上海发布绿牌新政。

上海市收紧“绿牌”发放
是必然趋势

近年来，上海市在新能
源汽车的推广上一直走在全
国前列。据上海市城乡建设
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对外公布
数据显示，2020 年上海新能
源汽车推广量 12.1 万辆，创
历史新高，累计推广量已达
42.4万辆。

但从今年以来，上海市开
始逐步收紧新能源汽车牌照
的发放。今年2月，上海市发
改委发布的《上海市鼓励购买
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
中明确，自 2023 年 1 月 1 日
起，上海地区消费者购买插电
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
将不再发放专用牌照额度。

2020 年，上海市根据统
一规划共投放10万个沪牌额
度，并在当年4月又宣布新增
投放4万个非营业性客车额
度。这意味着，去年上海市累
计新投放14万个沪牌额度。

然而，去年上海市每月参加拍
牌的人数在13万左右，供求市
场出现失衡状态。与此同时，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4月，上
海市燃油车“蓝牌”拍卖成交
均价为 92887 元，较 3 月的
92594元上涨293元，且中标
率仅为4.7%。

“上海市场新能源汽车的
订货总量，已经超过了上海市
每月的私车牌照发放额度，这
是上海市暂停发放‘绿牌’的
真实原因。”章弘认为，一边是
中签率不足10%的拍牌，为此
还要支付近10万元的牌照费，
而另一边则是只需最低3万元
即可到手的“绿牌”，这有可能
是造成上海市新能源汽车订
货量超过私车牌照额度的直
接原因。

根据全国乘用车联合会
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上海市
新能源车渗透率为6%，2020
年达到了20%，较 2019年大
幅提升10个百分点，2021年
又提升到31%。

“上海市的新能源车渗透
率达到了较高水平，也使上海
市面临着未来新能源车数量
快速增长带来的总量控制课
题。”全国乘用车联合会秘书
长崔东树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市此前
的新能源车全面绿牌政策本
身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政策。
当时上海市新能源车市场规
模比较小，所以政策相对宽
松，以后政策肯定要大幅收
紧，这是一个必然趋势。

此外，崔东树认为，上海
市插混车型、微型小车牌照政
策趋于收紧，是建立在上海市
限购的大背景下决定的，不能

简单讨论政策合理与否，其他
非限购城市也没有效仿的可
能性。

专家：政策收紧
不会对车市带来巨大冲击

上 市 至 今 ，五 菱 宏 光
MINI EV 累计销量超 20 万
辆，连续8个月蝉联国内新能
源乘用车销冠，其他微型电动
车也同样在新能源乘用车领
域站稳了脚跟。2020年，上海
地区五菱宏光MINI EV的上
险数为2664辆，位列山东省
青岛市、河南省洛阳市、山东
省菏泽市之后排名第4。

上海市暂停绿牌发放是
否会对本地车市带来冲击？
章弘认为，几乎不会带来任何
影响。

“传闻中的限制只有上汽
宏光五菱 MINI 等少量车型

‘中招’，而宏光五菱MINI在
上海的销售量不足 4%，其
96%的销量都在二三四五线
城市。其他十几款上海产的
新能源汽车，其价位均在 10
万元以上，车身长也都在4.6
米以上，几乎悉数成功地躲过
了传闻中的上海新政限制。”
他说。

崔东树表示，上海市收
紧政策的总体影响不大，最
多影响全国新能源车销量的
3—5%，不会导致新能源汽车
市场的增长趋势改变。

“微型电动车在一二线城
市存在巨大成长空间。比如
北京市有很多‘老头乐’，使用
成本低、占地面积小、监管相
对薄弱等因素，导致这类微型
电动车泛滥。”崔东树表示，这
反映出微型电动车在一二线
城市的需求是确确实实存在
的，消费者需要低成本、便利
的出行方式。

章弘表示，市场需求决定
技术路线和方向、决定哪款车
型应该在市场流通，这是技术
研发不断进步和新能源汽车
普惠于民的基本保障。行政
干预和限制也许会忽略部分
市场需求，甚至会妨碍部分市
民的购车需求，损害市场的普
惠性和公平性。

近年来，新能源车在限购
城市的认可度和渗透率大幅
提升，北京、上海等地购买新
能源车的难度也进一步加
大。崔东树表示，限购城市的
限购政策不利于促进消费，政
策本身也需要改善，比如通过
征收拥堵费等市场化措施改
善核心区域的交通拥堵，改善
市民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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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国际照相机械
影像器材与技术博览会”

在京开幕

5月14日，为期4天的第23届

“中国国际照相机械影像器材与技

术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展。此

次博览会联合新时代国际摄影大

展一起亮相北京展览馆，共同打

造“摄影器材+摄影作品”深度融

合的有效路径，充分挖掘影像产业

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