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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
驶入中高级发展阶段

新能源车市韧性尽显
销量强势“V”型反弹

2020 年，新能源汽车市场上下半年分化明显。
上半场开局艰难， 本就处于下行区间的汽车行业成为

疫情影响下的重灾区，产销一度陷入停摆状态。全球前十位
零部件供应商约 40%的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都处于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区，致使一些整车厂商被迫延期复工或停产。整
车车企春节后复工率一度低至 4.4%。

头部企业的日子尤其不好过， 比亚迪 1-5 月累计销量
46512 辆， 同比重挫 60.94%； 北汽新能源 1-5 月累计销量
11692 辆，同比暴跌 70.09%。 造车新势力更是遭遇重击：博郡
汽车宣布出售车型平台等核心技术、全员待岗；江苏赛麟的
工厂和办公楼被法院查封；拜腾汽车也暂停在中国内地的业
务运营。 短短数月，多家车企相继倒下。

产销量连续数月“断崖式”下跌、车展取消、新车型延
期上市……这几乎成了新能源汽车行业最艰难的一年。

然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我国车市展现
出了强大的调整能力。 不利局面在 7 月得到彻底扭转。 随
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向好，购车需求充分释放。 下半年
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量屡创新高，前 11 月累计销售 110.9
万辆，同比增长 3.9%。 中汽协预计，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或将达 130 万辆，有望超过上年。

在这其中，一些好的经验积淀下来。 产业链上的企业
因势利导，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寻找新突破。 一些车企加快
“健康汽车”研发布局；经销商及时创新营销思路，加速拓展
线上业务；充电运营商则推出安全消毒、送充电红包、免服
务费等措施保障出行。

实践证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受住了考验，不仅
在销量上带来惊喜，市场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
面，新能源汽车个人消费比例从由此前的 20%，大幅提升
至近 70%；另一方面，非限购城市的购买比重
达到60%。 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
认可度大幅提升，市场化
步伐进一步
加快 。

一揽子政策悉心护航
产业体系更趋完善

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智能汽车创新发展
战略》重磅发布。 三份文件从不同角度力促新能源汽车、
智能交通和智慧城市协同发展，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指明了方向。 我国新能源汽车开始由发展的初级阶段
迈向中高级阶段，转向更多关注与产业链相关行业的跨界
融合，充分挖掘未来汽车造福社会的潜能，为我国由汽车
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0 年 ，国家一方面出台鼓励汽车消费 、稳定汽车
市场政策 ，完善消费环境 ，激发消费潜力 ；另一方面 ，积
极引导产业向高质量迈进 ，推动产业加速向电动化 、智
能化转型 。

3 月 31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将原本于今年底到
期的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和免征车辆购置税两项优惠政
策延长两年，给新能源车企提供了恢复元气和巩固成果的
缓冲期，行业士气大增。

国家层面大力推动，地方政府也积极响应，出台近 90
项文件，放宽限购指标、购车补助、鼓励以旧换新，有效提
升了新能源汽车消费。

其中，挖掘农村市场成为亮点。 7 月 15 日，三部委联
合下发《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通知》，24 家车
企、61 款车型参与其中，车型总销量超过 18 万辆，成为车
市回暖的重要力量。

同时 ，今年的鼓励政策更加多元 、细化 ，并从购
置端转向使用端 。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被纳入 “新基
建 ” ，吸引了国家电网 、南方电网等实力雄厚的企业
积极布局 ；换电模式车辆不受 “新能源乘用车补贴前
售价须在 30 万元以下 ”规定限制 ，并被写入 《政
府工作报告 》 ；燃料电池汽车确定 “以奖
代补 ” ，从源头上避免补贴依赖 。
政策对技术路线的判断，
逐渐转向市场是否
认可 。

行业洗牌愈演愈烈
细分市场活力乍现

2020 年，新能源车企上演“几家欢喜几家愁”。 北汽、吉
利等老牌龙头车企销量增长乏力；力帆、观致、海马汽车等
经营困难； 临近年底， 长江汽车和众泰新能源相继宣布破
产；而也是在这一年，特斯拉风光无限，蔚来、小鹏、理想、威
马脱颖而出，国内造车新势力“四强格局”初现雏形。

在开拓细分市场方面，2020 年的新能源车企无疑打了
一场漂亮的“胜仗”。

其中， 微型电动车表现最为抢眼。 上汽通用五菱宏光
MINI EV 成为名副其实的“黑马”：专注于短途代步需求，售
价 2.88 万—3.88 万元，月销量连续夺冠；长城欧拉月销量也
实现从 200 多辆到万辆的逆袭， 其独到的营销策略也值得
“玩味”：欧拉“猫系列”目标群体聚焦萌宠圈、游戏圈和旅游
圈，成为今年汽车新营销风潮的典型案例之一。

中高端车型也不甘落后。 蔚来汽车创新性地推出电池
租用服务 BaaS，用户可买车不买电池；国产特斯拉凭借品
牌效应和多次降价，再造销量和市值“神话”：前 11 个月 ，
Model 3 在国内累计销量突破 11 万辆， 市值超 6000 亿美
元，是丰田、大众、通用、福特、本田、等九大传统车企市值
的总和。

亮眼的市场表现，让头部新能源车企被广泛看好。 2020
年，蔚来汽车单月销量突破 5000 辆大关，跨越“生死线”。 小
鹏汽车、理想汽车成功上市，与蔚来汽车在美股集结，市值一
路飙升，超过多家传统车企巨头。 尽管当前这些新造车企业
的生产规模，销售收入、盈利水平还不足传统巨型车企的一
个零头， 但这些头部造车新势力得到资本市场的高度青睐，
客观上也“激励”了汽车革命。

这一年，我们还看到了更多的新入局者。 滴滴和比亚迪
合作推出纯电动 D1 车型；阿里巴巴、上汽宣布联手打造智
己汽车。 更多跨界力量加速涌入，新能源汽车
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缺技术、缺资金、
缺品牌力车企将被加速淘
汰，倒逼车企高质量
发展。

核心技术频现突破
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当我们谈论未来时，未来已来。 智能网联、自动驾
驶，正成为新能源车企的竞争高地。

2020 年，自动驾驶蓬勃发展 ，企业融资消息不断 。
自动驾驶技术稳定性、安全性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消
费者对其的接受度也不断提高，已经到了向商业化、产
品化推进的节点。 目前全国已有超过 30 个智能网联示
范区，包括上海、重庆、无锡、武汉 、广州 、长沙 、成都等
10 个国家级示范区。 测试场景也由单一路测环境向多
应用场景 、多测试环境转变 ，从示范点 、示范区建设向
综合性、城市级车联网先导区建设转变。

2020 年 ， 自动驾驶企业围绕商业化落地做文章 。
在广州的指定道路上 ，允许进行车内没有安全员的自
动驾驶测试。 长沙和北京也相继出台了有关开展完全
无人驾驶路测的政策规定。 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对北
京公众开放。

在汽车智能化趋势下，车企同步加码研发。 福特中
国宣布将在湖南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开放测试道路上
进行基于 C-V2X 技术的车路协同；长安汽车、广汽新能
源等车企陆续透露 L4 自动驾驶车型量产时间； 未来两
三年将有大批无线充电车型上市……

动力电池领域更是掀起了一场技术战。 比亚迪推出
刀片电池， 大幅提高了电池模组的生产效率和总体性
能；蜂巢能源率先发布无钴电池和采用凝胶状电解质的
“果冻电池”；特斯拉发布“4680”无极耳电池，预计 2022
年实现大规模量产；宁德时代则表示已开发出“不起火
只冒烟”的电池。

“惟创新者进 ，惟创新者强 ，惟创新者胜 ”。 我国
新能源汽车经过了 10 余年高速发展 ， 重重
压力之下 ，激发出惊人活力 。 展
望 未 来 ， 我 们 有 理 由 相
信 ，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将 走 得 更 快 、
更好 。

■本报记者 卢奇秀

编者按： 不平凡的 2020 年，新能源汽车行业披荆斩棘，实现销量从谷底到
高位的强势反弹。 在政策驱动转向政策与市场双驱动的过程中，站在“滚石上
山、爬坡过坎”的关键关口，新能源汽车产业让我们看到了无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