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多家上市车企陆续发布 2020
年年中财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内
新能源汽车行业产销量出现大幅下滑。
在此大环境下，车企经营业绩普遍下降，
但在营收业绩之外， 车企积极开拓海外
市场、加速研发等表现亮眼。

营收集体下滑

中汽协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39.7 万辆和 39.3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36.5%和 37.4%。

车企销量下滑，营收集体承压。广汽集
团今年上半年营业总收入约为 256.42 亿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约 9.5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23.18 亿元， 较上
年同期减少约 52.87%。

新能源汽车南北两家头部企业， 比亚
迪和北汽都受到较大冲击。数据显示，上半
年，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6.07 万辆，
同比下滑 58.34%； 北汽新能源销量仅为
1.47万辆，同比下滑 77.44%。

比亚迪表示，因汽车业务减少，导致上
半年营业收入减少为 605.03 亿元，同比下

降 2.7%。但因产业链布局完善，在其他业务
带动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62亿元，同比增加 14.29%。

北汽蓝谷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实现营
收 31.12 亿元，同比下滑 69.84%；净利润转
亏 ， 共 亏 损 18.63 亿 元 ， 同 比 减 少
2814.98%。

江淮汽车今年上半年销售纯电动乘用
车 1.71 万辆，同比下降 56.22%。 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 249.41 亿元，同比下降 7.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7 亿元，
同比下降 217.84%。

作为目前国内产销量规模最大的汽车
公司，上汽集团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2837.4 亿元， 同比下降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3.94亿元，同比下降 39.01%。

长安汽车表示， 当前在经济面临下
行压力，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
情况下，居民消费信心明显不足，而汽
车作为可选消费，短期需求受到明显抑
制，汽车市场下滑导致车企当期经营压
力加大。

海马汽车产销则基本陷入停滞状态，

上半年累计销量为 6529 辆， 同比下降
55%；实现销售收入 13.11 亿元，同比下降
4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1.73亿元，但与上年同期相比减亏 545
万元。

力帆实业处境更为艰难，目前该公司
债务负担沉重，汽车板块生产经营处于非
正常状态。 8 月 21 日，法院已裁定受理公
司破产重整案， 其股票已于 8 月 25 日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被改为“*ST
力帆”。

出海、研发成亮点

虽然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半年日子难过，
不过车企在征战国际市场和技术研发等方
面也不乏亮点。

上汽集团表示， 其新能源汽车登陆
欧洲市场后，销量节节攀升。 6 月份上汽
电动车在欧洲市场的销量已跃上 “千辆
级”台阶。其中，在英国电动车市场，MG
EZS 车型销量稳居前三， 在荷兰和挪威
也已跻身市场前列， 首批 328 辆上汽大
通 MAXUS EV30 纯电动智能物流车已
发运挪威。

自主品牌新能源产品加快走向全球，
在比亚迪身上也有所体现。 上半年比亚迪
海外市场业务实现快速增长， 顺利完成了
西班牙、瑞典、印度、日本等国家订单的交
付。国内市场方面，上半年比亚迪继续向中
山、西安、杭州、柳州等城市投放纯电动客
车， 在原有市场的基础上寻找和开拓新市
场。 上半年比亚迪纯电动大巴销量同比实
现大幅增长。

逆境之中，车企同步加码研发。 3 月，
比亚迪发布并量产新一代电池产品———
刀片电池，6 月推出搭载刀片电池及高性
能碳化硅电机控制模块的新车型“汉”上
市； 上汽英飞凌顺利实现全球最先进的
第七代 IGBT （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量
产， 相比进口产品成本有了大幅下降，
400 型燃料电池电堆和系统研发也在快
速推进。

江淮汽车则将混改推向更深层次，与
大众汽车进入全面战略合作阶段， 开创汽

车产业外资企业首度参与国企混改的先
例。 江淮与蔚来汽车合作的第三款车型
EC6改造及量产试制已全面开展， 为 9 月
量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下半年有望恢复增长

从月度数据看，自今年二季度以来，新
能源汽车市场呈现稳步回升态势。 下半年
基于国内经济复苏预期， 新能源汽车市场
有望恢复增长态势。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比亚迪
方面表示， 其新能源新车型将集中在下半
年推出，继新车型汉之后，全新车型宋 Plus
将于下半年亮相， 进一步完善细分领域产
品，还将推出改款车型唐、e2、e3等车型。随
着集团新能源汽车产品的迭代、 创新技术
的应用和新车型的发布， 新能源汽车业务
有望迎来新的增长。

北汽方面表示，下半年将迎难而上，加
快向中高端市场迈进，ARCFOX αT 作为
其“产品升级、品牌升级”战略的首款高端
车型，将于年内正式上市。 此外，北汽还将
开发更多换电车型，开放换电技术平台，加
大力度布局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继续发
挥在分时租赁、长租业务、换电业务、出租、
网约大客户方面的优势， 推进对公业务市
场，并以北京、厦门、海南为重点推广与建
设区域，打造能源管理与服务、动力电池梯
次利用的“样板间”。

江淮汽车则表示，将坚持“大力发展
新能源车”的企业战略不动摇，加大资源
投入，推动新能源汽车技术产业化和市场
化发展，持续提升在新能源汽车、研发能
力和在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零部件产
品的技术突破，加大新能源汽车在公共服
务领域、商业运营和私人消费市场领域的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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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正式施行———

新能源车市准入门槛下降
■■本报记者 黄珮

上上市市车车企企半半年年报报陆陆续续出出炉炉——————

新新能能源源车车企企上上半半年年亮亮点点频频现现
■■本报记者 卢奇秀

首届中国电动汽车
生活节在京启动

本报讯 记者路郑报道：“今年是
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最艰难的一年，
但是我们已经从艰难中逐步走出来，
新能源汽车市场未来前景仍是比较
美好的。”8 月 31 日，以“电动未来 车
生活”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电动汽车生
活节发布会在京召开，全国乘用车联
合会秘书长崔东树以《世界新能源车
发展趋势与中国挑战》为题作了主题
演讲，引发业内专家热烈讨论。

“现阶段，整车企业表现力比较
强，但是没有零部件企业的优势，零
部件企业前几位都不是中国企业。
但值得骄傲的是， 我们有一个巨大
的产业优势， 就是世界五百强中的
电力企业， 国家电网在世界五百强
占了领先的位置， 包括中国南方电
网，国电投资等。 ”崔东树强调，新能
源汽车发展核心是让消费者真正接
受绿色有车生活， 真正接受电动化
良好发展的机遇。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网开放平
台已接入充电桩企业超过 100 家，拥
有充电桩超过 40 万个， 自营近 9 万
个，建成了连接全国 26 个省、市、自
治区 273 个主要城市的“十纵十横两
环”的高速快充网络，已成为全球接
入充电桩数量最多、覆盖地域最广的
智慧车联网平台。而乘着“新基建”的
东风， 国网电动汽车公司将在 2020
年建设 2 万根国网桩， 并引导 30 万
根个人桩、10 万根社区有序充电桩、
2 万根社会桩接入平台， 提升设施利
用率。实现 100 万根充电桩接入平台，
加速打造“全国一张网”，实现“一个
App 走遍全中国”。

核心阅读

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新能源车企销量下降、业绩下滑。 但不少车企在开拓海外市场和技术创新等方面表现抢

眼。 下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有望恢复增长态势，部分车企已经开始为下半年的“逆袭”冲刺。

9 月 1 日， 工信部日前发布的修改后
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
规定》（以下简称《准入规定》）正式开始实
施。 记者注意到，修改后的《准入规定》删
除了对研发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以及过渡
期临时条款，降低了企业进入行业的准入
门槛，还将生产企业停止生产的时间由 12
个月调整为 24 个月， 有效减轻了企业压
力，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

显然，准入门槛的放低，势必会让更多
企业加入新能源汽车“赛道”。然而，面对可
能骤增的“入局者”，新能源汽车行业今后
的发展会顺利吗？准入门槛的降低，是否会
让行业面临良莠不齐的风险？

新规主要调整三方面内容

2017 年 1 月，工信部正式发布了《准
入规定》， 并于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2020 年初，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信部开始启动对《准
入规定》的修改工作，并于 2020 年 7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改《准入规定》的决定，确
定了修改内容。

“自《准入规定》发布实施以来，新能
源汽车生产企业能力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有效提升，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取得积极进展。 ”工信部产业政策与
法规司负责人表示，目前随着国内外形势
的发展变化，为更好适应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需要，工信部决定对《准入规定》
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据了解，工信部发布的 2020 年版《新
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
相较 2017 年版主要有三方面的调整：一是
删除申请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有关
“设计开发能力”的要求；二是将新能源汽
车生产企业停止生产的时间由 12 个月调
整为 24 个月；三是删除有关新能源汽车生
产企业申请准入的过渡期临时条款。

“这些修改有利于传统汽车企业的转
型发展， 实现传统汽车企业和产能的合
理利用， 也将降低新造车企业的准入门
槛。 过去设立一年的中断生产时间相对
较短， 不利于企业在困境中寻找新的机
遇或借助外部资源重新发展， 比如为造
车新势力代工生产。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而将新能
源汽车生产企业停止生产的时间由 12
个月调整为 24 个月，可以给一些有拥有
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 但暂时不具备生
产能力的企业生存和缓冲时间， 更有利
于盘活其现有资源。

降门槛不代表降技术标准

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
来说， 降低准入门槛也为行业发展带来疑
问：门槛降低势必会吸引大量新造车企业加
入，会否令行业面临良莠不齐的风险？

记者了解到，与传统车企相比，大部
分造车新势力有想法、有胆量、有谋略，也
善抓机会， 但也缺乏成熟成套的技术、整

建制的研发团队、完整的生产能力、充足
的资金等，综合实力不算强大。 “准入新规
大大降低了技术门槛，更有利于深化‘放
管服’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江苏省动力
电池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杨凯指出。

崔东树也强调，降低准入门槛，仅是
减少了对新进入企业的束缚，并不意味着
汽车行业技术门槛的降低，“而是表明企
业准入审查的重点监管方向由研发能力
转向了生产能力、 质量和一致性控制能
力、售后及安全保障能力。 ”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准入规定》还
对规范市场有所强调。 2017 版 《准入规
定》 提出，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擅自生
产、销售未列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
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的，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 第一百零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予

以处罚；而此次工信部却将其修改为“新
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擅自生产、 销售未列
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的新能源汽车
车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有关规定
予以处罚。 ”

“这项政策应该是针对不规范的低速
电动汽车生产企业提出的，将起到较好的
规范作用。 ”崔东树坦言，此前一些低速电
动汽车生产企业经过种种努力获得了生
产资质， 以为有了生产资质就如同有了
“护身符”，开始生产没进入《公告》的低速
车产品，这也是影响新能源汽车行业健康
发展的问题，应该努力予以规范。

“总体来说，新《准入规定》不仅有助
于规范新能源汽车市场并释放新活力，未
来势必也将推动新能源汽车销量进入高
增长新阶段。 ”业内人士表示。

新新车车评评

理性看待
新能源车企业绩下滑
■别凡

新能源车企半年报陆续发布 ，
“跌”字当头，引发热议。 然而，仔细想
来，这实属意料之中。

首先，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各
领域带来深刻影响，部分行业损失惨重。
在此背景下，新能源汽车行业也难“置身
事外”，零部件供应短缺、消费需求下降、
市场不景气， 新能源车企产销量下降在
所难免。

其次， 当前是我国新能源汽车行
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自去
年 7 月开始补贴大幅退坡， 新能源车
企收入下降；另一方面，我国汽车产业
开放格局持续扩大，独资外企，如特斯
拉凭借强大的品牌力疯狂收割市场，
国企混改， 如大众入股江淮也给新能
源车市带来不少变数。 自主品牌新能
源车企刚“断奶”，即要面对劲敌竞争，
调整期的不适应也在情理之中。

但不可否认，除去外部客观因素，
我国新能源车企自身实力不够强大也
是事实。经历十年培育与发展，新能源
车企本应打造强大产品力与品牌力，
但目前看来， 自燃事故仍频频见诸报
端， 在面对特斯拉等外资品牌时仍缺
乏足够竞争力。可以说，百姓为新能源
汽车“掏腰包”的决心仍旧难下，仍未
形成 “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就是比外
国牌子好”的认识。这是我国新能源车
企需认真思考的问题。

事非经过不知难。 发展新能源汽
车产业，技术创新是关键，政策支持不
可少，企业的奋发图强更是至关重要。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已得到有效
控制，消费需求逐渐回暖，欧洲市场对
电动汽车接受度也在大幅提升， 产业
链上诸多新技术屡获突破， 新能源汽
车下乡等提振市场活动渐次开展，可
以说， 新能源车企面临的形势比上半
年已有极大改善。 经历“谷底”的新能
源车企是时候拿出百倍精神爬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