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多年发展， 我国电动汽车多以充电为主， 换电则因为投资
高、盈利周期长等因素影响，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随着技术突破及中
石化与蔚来跨界合作换电等商业案例的影响， 业界对换电也有了新
认识。而且，对消费者而言，选择换电模式时只需购买裸车，不仅降低
购车成本，还能消除家里无法安装充电桩、充电难的忧虑。此外，由专
业公司维护动力电池，也有利于提高电池安全性能和使用寿命。

行车需求是多样的，充电或换电均有市场空间，关键是政府、企
业等各方能否合力解决发展痛点、贴合消费需求。

编后

18
□ 2021 年 5 月 24 日

□主编：王旭辉 □版式：徐政
□电话：010-65369492����□邮箱：wxh1109@163.com 新能源汽车·观察

■■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杨杨梓梓

政政企企发发力力换换电电 车车电电分分离离破破题题
有有利利于于提提高高动动力力电电池池安安全全性性，，降降低低消消费费者者购购车车成成本本

资讯

两部门部署提升充换电
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

本报讯 记者王旭辉报道： 近日，国
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公告称，为加
快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
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两部门组织
起草了 《关于进一步提升充换电基础设
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
稿)》（下称“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 加快推进居住社
区充电设施建设安装， 主要包括完善居
住社区充电桩建设推进机制、 严格落实
新建居住社区配建要求、 推进既有居住
社区充电桩建设、 创新居住社区充电服
务商业模式； 提升城乡地区充换电保障
能力，主要包括建立健全规划工作机制、
优化城乡公共充换电网络建设布局、加
快高速公路快充网络有效覆盖、 提升单
位和园区内部充电保障； 加强车网互动
等新技术研发应用， 主要包括推动 V2G
协同创新与试点示范、 鼓励推广智能有
序充电、 加强充换电技术创新与标准支
撑、加快换电模式推广应用。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加强充换
电设施运维和网络服务、 做好配套电网
建设与供电服务、加强质量和安全监管、
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高瓴领投星星充电
B轮估值 155亿元

本报讯 5 月 17 日，万帮能源（星星
充电）宣布获得高瓴领投、IDG、北京泰
康投资、禹达投资、宝龙与远洋地产等跟
投的 B 轮融资，投后估值 155 亿元，成为
亚洲数字能源领域头部企业。

据了解，星星充电连接能源与交通，
基于充电网、智能微网、移动能源网三张
网的战略布局和云管端协同的商业模
式， 正与合作伙伴共建全球移动能源网
生态。

本轮领投方、 高瓴合伙人黄立明
表示， 星星充电已快速发展成为国内
充电解决方案的先行者， 更有机会成
为全球最大的数字化新能源开放网
络。 通过推动创新和智能的新能源运
维和共享生态， 星星充电有效助力全
球碳减排， 令绿色低碳的未来成为可
能， 这与高瓴长期信奉的可持续发展
理念高度契合。

据了解， 高瓴自成立伊始便在投资
的全生命周期中高度重视环境、 社会和
公司治理因素，同时，通过前瞻性行业研
究，持续加大对新能源、绿色低碳技术等
领域的投资布局。

IDG 资本合伙人俞信华表示，星星
充电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能源加注基础
设施，更有望成为未来电动车时代能源
管理及交易的全国性网络终端入口。 据
了解，IDG 资本深耕新能源行业十余
年，在太阳能、氢能、电动车、动力电池、
储能及智能电网等众多相关领域进行
了广泛布局。 (赵颖）

宝马：2022年小批量
生产氢燃料版车型

本报讯 宝马集团近日宣布， 将于
2022 年基于现款 X5 车型小规模生产
一批配备氢燃料电池驱动系统的车型，
新 车 将 命 名 为 BMW i Hydrogen
NEXT，此举意为进一步实现碳减排。

据了解，自 2020 年 7 月提出可持续
发展战略以来， 宝马就在推动碳减排、
碳中和方面持续发力，包括上下游全产
业链降低消耗、循环利用。 如德国和沈
阳的工厂加大风电、水电、光电利用，德
国丁格芬和慕尼黑工厂将百分百使用
当地的绿色水电，为 BMW iX 和 BMW
i4 生产提供动力。

此 次 发 布 的 BMW i Hydrogen
NEXT 配有一套压力达 700bar 的 6L 容
积储氢罐，罐体由 CFRP（碳纤维增强型
复合材料）制成，加满整罐的氢燃料仅
需 3-4 分钟。 新车的氢燃料发电机最高
可输出 125kW 功率， 发电机电能可以
进入高压电池包储存，也可以直接提供
给驱动电机。 BMW i Hydrogen NEXT
搭载第五代 eDrive 电力驱动系统，电机
最高功率为 275kW（374 马力），数据上
要优于现款搭载 3.0T 六缸发动机的燃
油版 X5。

据悉， 宝马位于德国兰茨胡特轻量
化技术中心为 BMW i Hydrogen NEXT
车型氢动力驱动系统生产部件， 随后由
慕尼黑工厂组装。

预计到 2030年， 宝马单车平均二氧
化碳排放量较 2019 年至少降低 1/3，包
括供应链环节单车平均碳排放量较 2019
年降低 20%，生产环节单车平均碳排放量
较 2019 年减少 80%， 使用环节单车平均
碳排放量较 2019年降低 40%。

目前，宝马全球工厂已实现 100%使
用可再生能源，到 2021 年底，全球工厂
将实现碳中和。 （宗和）

热热点点 焦焦聚聚

������5 月 19 日， 比亚迪第 100 万辆新能
源汽车在深圳下线，成为首个进入新能源
汽车“百万辆俱乐部”的中国品牌。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表示， 从 0 到
100 万辆，是比亚迪引领全球汽车行业变
革交出的一份答卷，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实现传统车大
国迈向新能源汽车强国的波澜历程。

13 年！ 全球实现产量百万辆
用时最短的车企

百万辆目标实现，比亚迪用时 13 年。
2003 年， 电池起家的比亚迪通过收

购西安秦川汽车进入汽车行业。第二年的
北京车展，比亚迪就推出了纯电动概念车
ET， 这也是我国举办的国际性车展上首
次出现新能源汽车的身影。 彼时，国内新
能源汽车市场还没有完整的供应链，比亚
迪只能自给自足，以此形成了从电池原材
料到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 再到整车制
造、功率半导体的核心制造能力，实现全

产业链自主可控。
从入局那一刻起，比亚迪便不停刷新

成长速度。 2008 年，比亚迪 F3DM 上市，
这是全球首款量产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
源汽车。 2015 年， 随着第一代唐车型上
市，比亚迪迎来高速发展期，全年新能源
汽车销量 6.2 万辆，同比增长 234.7%。 此
后连续 4 年，比亚迪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
销量冠军。如今比亚迪在售新能源车型超
40 款，涵盖轿车、大巴、SUV、卡车等车
型，以及纯电动、混动多种动力形式，价格
从 4 万元到百万元不等。

据了解，比亚迪是继特斯拉、丰田后
第三家进入百万辆序列的新能源车企，同
时也是全球最快达成百万辆新能源汽车
目标的车企。

市场竞争激烈
或开启“动物”命名新系列

百万辆目标实现是一座里程碑，也是
新起点。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比亚迪压力陡
增。 2019 年特斯拉以年销量 36.8 万辆的
成绩，击败年销量 22.9 万辆的比亚迪，终
结其冠军历史。 财报显示，2020 年比亚迪
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为 16.29 万辆，同比下
滑 12.52%，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为
15.62 万辆，同比下滑 12.83%。

一方面，以奔驰、宝马、捷豹路虎、大
众等为代表的跨国车企深化在华的新能
源汽车战略；另一方面，造车新势力不断
提速，今年一季度，蔚来交付量同比增长
423%、小鹏同比增长 487%、理想同比增
长 334%、 哪吒同比增长 390%。 此外，小
米、滴滴、百度，这些掌握了海量大数据和
流量的互联网企业纷纷宣布下场造车，新
能源汽车赛道更为拥挤。 这也意味着，比
亚迪想重回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第一
位置愈发艰难。

如何应对？ 在王传福看来，自主品
牌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才能真正站牢
站稳、向上发展。一直以来，比亚迪以解
决问题为导向、技术创新为驱动，在解
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发展。通过自主研
发掌握全产业链核心技术，实现产业链
自主可控和创新链标杆引领。 截至目
前， 比亚迪已累计申请专利 3.2 万件、
专利授权 2.1 万件，居新能源汽车专利
榜单第一。

同时， 比亚迪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
落地进程。去年 7 月，比亚迪发布的刀片
电池打破了三元锂电池独大的格局，搭
载该电池的车型汉对标特斯拉 Model 3，
目前在市场持续热销。今年一季度，比亚
迪汉 EV 以 21354 辆成绩居全球新能源
汽车销量第四。 进入 2021 年后，比亚迪
又发布 DM-i 超级混动技术平台和 3 款
新车秦 PLUS DM-i、宋 PLUS DM-i、唐
DM-i。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售随之出现

上升之势。
今年 1-4 月，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累

计销量 8 万辆，同比增长 128.53%。 另据
悉，未来比亚迪在品牌上已有明确规划，2
年内将推出基于 EV2.0 平台的全新车型
“海豚”，主打年轻化。也就是说，比亚迪在
完成“朝代”系列命名后，或开启“动物”命
名新系列。

首批 100 辆唐 EV
月底远征欧洲市场

当日，在交出百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成绩单的同时， 比亚迪带来另一重要消
息：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业务将正式布局
欧洲市场，挪威是首站。

按照规划，比亚迪计划年内向挪威交
付 1500 辆唐 EV，首批 100 辆下线后将于
月底发运，第三季度交付当地消费者。

事实上，比亚迪在海外已有多年商用
车销售经验，推出的纯电动大巴和纯电动
出租车在全球六大洲、5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超 300 个城市运营，尤其在英国乃至
欧洲市场，比亚迪电动大巴拥有较高的占
有率。

近几年，“走出去”是国内车企重要的
发展策略。 挪威被认为是车企布局的热
土，在税收、路权等方面均给予新能源汽
车多项支持。 2020 年，挪威电动车销量为
9.2 万辆，整体汽车销量为 14.14 万辆，电
动车渗透率达 65.1%。

此前，小鹏、蔚来等车企已先行探路
挪威市场。 去年 6 月，小鹏汽车宣布进军
挪威， 半年销售了 309 辆小鹏 G3，P7 车
型也将登陆欧洲；今年 5 月，蔚来正式发
布挪威战略，将于今年 9 月开启全新 ES8
的交付， 另一款轿车 ET7 将于明年进入
挪威市场。

成为继特斯拉、丰田后，首个产量突破百万辆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加入百万辆“俱乐部”
■■本报记者 卢奇秀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了 GB/T 40032-2021 《电动汽车
换电安全要求》国家标准（下称《要求》）。
该标准将于今年 11 月 1 日起开始实施，
适用于可换电的 M1 类纯电动汽车。

工信部表示， 该标准作为汽车行业
在换电领域制定的首个基础通用类国家
标准，填补了汽车行业标准空白，解决了
换电模式无标准可依的紧迫问题， 有助
于引导汽车产品研发， 提升换电电动汽
车的安全性， 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
量发展。

利利好好政政策策不不断断

华创证券表示，《要求》 出台意味着
统一标准后的换电服务将更规范与健
康。 同时，文件明确提出单次换电不超 5
分钟的操作时间要求，也表明换电模式比
充电模式更便利。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一方面，换电模
式缓解了消费者对续航里程和充电时效
的担忧；另一方面，车电分离可使动力电
池得到全周期统一管理维护。 而且，由电
池运营公司对电池集中监测、 养护与管
理，有利于延长动力电池寿命，提升电池
安全性。

近年来，换电模式热度攀升，利好政
策也接踵而至，推广换电逐渐成为业界共
识。 2019 年，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发布的
《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循
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显示，
鼓励企业研制充换电结合、 电池配置灵
活、 续驶里程长短兼顾的新能源汽车产
品；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明确了换电和充电并列
的地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
“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

此外，2020 年 4 月，财政部、工信部、
科技部、发改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下称《通知》），明确将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底。 《通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补贴前售
价须在 30 万元以下(含 30 万元)，为鼓励
换电新型商业模式发展，加快新能源汽车
推广，换电模式车辆不受此限制。

目前，包括北汽新能源、蔚来汽车、
哪吒汽车、小鹏汽车、长城汽车、吉利汽
车等企业已纷纷推出换电业务。 工信部
近日表示，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将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新能源汽车换电模式应

用试点， 各城市申报试点工作方案将在
5 月底前完成申请。 具体内容包括换电
模式车辆推广目标，鼓励在公交、出租、
城市物流配送、港口、矿山等公共领域率
先试点， 并在私人领域推动商业化运营
等工作。

无无标标准准++重重资资产产是是最最大大挑挑战战

换电模式升温的同时，其标准化问题
却多年未解。 多位业内专家指出，如果没
有标准化，换电模式就难以支撑规模化运
营，进而阻碍整体商业模式发展。

目前市场上的换电模式均为车企针
对自家车型应用的，无法兼容其他车企换
电业务。 “各主机厂电池包尺寸不一致，
BMS 通讯协议不统一， 是换电面临的主
要挑战。 ”一位换电领域资深人士对记者
表示。

换电模式面对的另一大难题是巨额
的基础设施投资， 换电模式创始公司
Better Place 就曾因巨额的财务负担而破
产。 有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一座换电站的
建设成本至少 200 万元，同时，运营成本
高昂。 上述人士对记者表示：“资产重、规
模化慢影响换电盈利。 ”

他进一步指出，从单一城市模型实践
来看，换电模式盈利的基础是要有足够的
换电车辆与换电站匹配。 目前，大部分换
电站虽在某些时段处于饱和运行状态，但
其他时段并未达到满负荷状态，这也进一
步稀释了利润。

据了解， 我国换电站主要分布在一
线城市及新能源汽车推广较好的省市。
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4 月，全国换电站保有量 617 座，其中北
京 214 座、广东 101 座、浙江 61 座，而北
京等一线城市换电站的平均负荷率仅为
20%左右。

创创新新模模式式解解难难题题

动力电池成本约占纯电动汽车整车
成本的 40%左右，为此，换电模式正探索
新的销售模式。

5 月 12 日， 上汽集团副总工程师朱
军表示， 该集团将很快推出车电分离的
“电池银行”，同时，今年底或明年初将推
出统一规格的电池包， 覆盖 11 款车型，
可支持磷酸铁锂、三元锂、高镍电池甚至
固态电池电芯。 这也意味着上汽集团将
成为继蔚来之后第二家推出“电池银行”
业务的车企。

据了解，“电池银行” 是基于换电模
式下的车电分离模式。 用户购买纯电动

汽车时，不用承担电池部分成本，而采取
从电池银行租赁的方法获得动力电池。
在车辆销售过程中实现车电分离， 降低
用户一次购车成本， 进而吸引消费者目
光，可使换电模式走入 C 端用户中。

以蔚来去年 8 月推出的电池租用服
务 BaaS (Battery as a Service) 为例， 蔚来
ES6 性能版车型官方指导价为 39.8 万元，
补贴后售价为 38.36 万元，采用电池租赁
服务模式下的购车价格为 31.36 万元，除
去电池租用服务费 980 元/月， 相当于车
辆售价直降 7 万元。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车电分离发
展依赖换电模式进一步普及。 上汽集团
董事长陈虹此前表示， 建议国家相关部
门协同研究， 针对车电分离模式全面梳
理和出台完善的管理政策， 以加快推动
车电分离应用落地； 国家需同时鼓励非
快换式和快换式车电分离模式的推广应
用，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