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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卢奇秀报道： 日前，中
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王贺武在媒
体沟通会上表示，预计到 2025 年，汽车
道路交通可以实现碳达峰， 碳排放量将
从 2020 年的 7.84 亿吨上升至 8 亿吨，
增加 160 万吨。

据统计，2020 年我国交通领域碳排
放达 9.3 亿吨，占全国终端碳排放总量
的 15%，是仅次于工业、建筑之后的第
三大碳排放源。 在整个交通领域中，道
路交通碳排放占比达 90%，其中公路客
运占 42%，90%来自乘用车； 公路货运
占 45%， 主要是货运卡车产生的碳排
放； 航空、 船舶约占 6%， 铁路占比约
1%。 “化石燃料在交通移动终端燃烧，
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基数大和减排难。 ”
王贺武指出。

长期以来，汽车、交通和能源构成
了相互支撑、互为约束的碳链条。交通
需求影响汽车保有量和该领域的能源
消耗量，进而影响碳排放，汽车终端用
能结构及能耗水平则反过来影响能源

和交通领域碳排放。因此，能源绿色转
型决定了汽车上游制造端和道路交通
领域的碳排放必须全方位协同， 才能
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

基于电网低碳化和新能源汽车的
快速发展， 王贺武判断， 预计到 2025
年，汽车道路交通可以实现碳达峰。相
比之下 ， 水运和航空领域电动化迟
缓 ， 碳排放仍将继续增加 ， 预计到
2027 年左右 ，交通领域碳排放将达到
峰值，约为 10 亿吨。 预计到 2030 年，
汽车交通领域将产生 7 亿吨碳排放 ，
比峰值降低 10%以上 ；整个交通领域
碳排放约达 9 亿吨 ， 比峰值降低近
10%。预计到 2060 年，汽车交通领域碳
排放只有 0.5 亿吨，比峰值降低 90%；
整个交通领域碳排放将降到 3 亿吨以
内，比峰值降低 70%。

要实现上述目标， 需推进车辆新能
源化、智能化与能源清洁化协同增效。对
此，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近日发布了《汽
车、交通、能源协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路径与政策研究》报告（下称报告），
提出了推动汽车、交通、能源领域协同减
碳的路径。

报告认为， 为应对未来交通需求
与私人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趋势，需不断
推动汽车全面电动化进程，实现城市交
通运输能源结构优化，并加快普及新型
燃料技术替代。在汽车整车制造用能结
构中，电能消耗占比达 60%以上。同时，
动力电池制造的烘烤、干燥、分容化成
等环节耗电量巨大，因此电力清洁化程
度对汽车制造端降碳至关重要。造车工
厂可通过内部自建光伏发电、风电系统
和从外部采购绿电等方式，提升绿色能
源使用比例。王贺武介绍：“如果在可再
生能源丰富地区如水电丰富的四川宜
宾生产电池，碳排放足迹会弱一些。 ”

报告透露，车网互动（V2G）具有巨大
的降碳潜力。 基于 2040 年 3 亿辆新能源
汽车推广量和 1:1 充电基础设施的预期，
每辆车平均载电量大于 65 千瓦时， 则车
载储能容量将超过 200 亿千瓦时。也就是

说， 通过推动大量电动汽车应用 V2G 技
术，可在较大范围调节可再生能源的波动
性，减少火电机组临时起动的次数，节能
降碳边际效益明显。

报告提出， 电动汽车可通过有序充
电、车网互动、换电、退役电池储能等方
式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受季节、 气象和
地域条件影响产生的不连续性和不稳定
问题。 预计到 2030 年，电动汽车日内车
网互动及有序充电灵活性调节能力接近
50 亿千瓦时。

此外，报告还建议，需完善汽车、交
通、能源协同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规
划，制定发展战略及行动方案；在碳排
放核算标准、产业政策体系、推广绿色
制造、 区域和企业试点先行等方面推
动汽车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发展 ；构
建支撑协同发展的新型交通能源基础
设施体系， 在能源侧要加强各类交通
能源基础设施协同规划 ，构建油 、气 、
电、氢、光、储融合一体的综合能源基
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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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协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1 年 ，
106.8 万辆新能源汽车下乡 ， 同比增长
169.2%，高于新能源汽车市场整体增速约
10%，贡献率逼近 30%。 在乡村振兴、绿色
消费等战略目标的驱动下，2022 年伊始，
新能源汽车下乡再次被相关部委列入重
点工作。 可以预见的是， 在新能源汽车
高速增长的态势下 ，新能源汽车下乡也
将大步提速。 但与城市相比 ，乡村充电
基础设施布局 、车辆运维水平 、电网承
载能力等相对较弱 。 因此 ，新能源汽车
下乡要想驶得稳 ，还要提前谋划 ，采取
针对性措施。

不少消费者认为， 农村的市场环境

比一二线城市更适合推广新能源汽车，如
居住密度低，家家有院，方便安装充电桩，
部分车型可以直接使用 220V 家用接地
三插进行充电。 另外，农村居民日常生活
半径小于城市上班族，堵车情况少。 但有
利必有弊，不足之处是农村的新能源汽车
配套相对滞后。

目前我国车桩比约 3:1， 充电桩主要
集中于一二线城市，如上海达 1.2:1，而农
村地区的车桩比一直在低位徘徊。 同时，
虽然农配网经过多轮改造升级， 能够满
足农民生活、农业生产用电需求，但随着
新能源汽车下乡提速，容量有限、末端电
压低等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尤为重要

的是，农村车主一般多使用慢充，充电时
间长， 这就意味着不少车主需在晚上不
用车时充电，负荷集中，易造成农配网重
载甚至过载。此外，农村市场新能源汽车
维修等配套服务仍不完善。由此可见，新
能源汽车下乡不仅要求车型需匹配农
村使用环境 、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充电
基础设施 、农配网改造 、车辆运维等也
要及时跟上 ，这是个系统工程 ，涉及车
企、电网企业等多个主体，需系统发力 、
精准施策。

其实， 我国去年就已开始部署相关
工作。 如 2021 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明确要求， 重点推动农村充换电基础设

施建设， 组织保险金融机构优化车辆保
险、购车贷款等方案。同时，福建、云南等
地相继启动了充电桩镇镇通工程。

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的《促
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进一步提出，鼓励
汽车企业研发推广适合农村居民出行需
要、质优价廉、先进适用的新能源汽车，推
动健全农村运维服务体系。

可以预见的是， 经过 2020 年 5 地、
2021 年 7 省 8 地的活动经验，新能源汽车
下乡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同时随着我国新
能源汽车由政策驱动变为市场驱动，新能
源汽车下乡之路势必越走越宽，进而为整
个行业，乃至乡村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 实习记者林水静报道：2 月
24 日，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增
资公告， 宣布 19 家企业向该公司增资
24.3 亿元 ， 增资后合计持股比例约
19.5%。在增资企业中，不仅有“蔚小理”新
造车企业，还有上汽、广汽、东风等传统
老牌车企。

据了解，欣旺达以 3C 电池（c 代表
放电能力）起家，客户覆盖大部分智能
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头部企业， 包括苹
果、三星、华为、OPPO、小米、联想、戴
尔等国内外知名数码企业。欣旺达公司
副总裁梁锐曾公开表示，公司在手机电

池市场的份额达到 30%，是全球最大的
手机电池供应商。 2014 年，为拓展动力
电池业务，欣旺达成立电动汽车电池公
司。 数据显示，2021 年，欣旺达在国内
装车量排名第十，达 2.06GWh，市场份
额占比仅 1.3%。

据北京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
究中心研究员张翔介绍 ： “欣旺达是
与比亚迪同时期开发新能源汽车电
池的厂商 ，只不过后来因技术线路问
题导致发展速度变慢 ，其实该公司的
技术实力十分强劲 。 ”目前动力电池
头部企业市场份额高 ，在供应链的话

语权大，不利于车企供应链安全，因此
越来越多车企寻求“二供”“三供”，如大
众入股国轩高科、吉利与孚能合资建设
电池厂、 戴姆勒入股孚能科技……过
去两年间， 已有多家车企牵手动力电
池企业。

据了解，车企也不是近期才“看上”
欣旺达的。 早在 2021 年上半年，欣旺达
就获得东风柳汽菱智 CM5EV、 东风
E70、 广汽 A9E、 吉利 PMA 平台、 吉利
GHS2.0 平台多款车型及平台的青睐，截
至目前，其客户已覆盖雷诺、日产、吉利、
东风、广汽、上汽通用五菱、小鹏等主流

车企。
车企入股动力电池企业， 将加深两

者间的捆绑关系，对造车大有裨益。动力
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与整车结构和动力系统的匹配中需要
长期反复验证，而车企入股电池厂后，实
现利益绑定， 有利于电池与整车的验证
更加顺畅， 推动整车结构更加合理和轻
量化。

张翔表示， 众车企入股欣旺达使得
车企与动力电池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的新趋势更加明朗， 未来独立的动力
电池供应商将越来越少。

众车企联手入股欣旺达

新能源汽车下乡之路越走越宽会侃车

安安徽徽天天长长：：推推动动农农村村充充电电设设施施进进村村入入户户

2 月 28 日， 在安徽省滁
州市天长市广陵街道祝涧村，
电力员工为村民李银芳家安
装电动汽车充电桩。

据了解， 为方便广大村
民绿色低碳出行 ，自去年以
来 ，天长市加快以农村为核
心 ，兼顾交通运输 、旅游景
区 和 新 建 高 速 公 路 服 务 区
等场所的充电设施建设 ，目
前 已 实 现 辖 区 充电设备乡
镇全覆盖。 宋卫星/摄

■■王旭辉

上海：
2025年满足 125万辆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本市进一步推
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
见》（下称《意见》）指出，要形成适度
超前的城市充电网络， 到 2025 年，
满足 125 万辆以上电动汽车的充电
需求，全市车桩比不高于 2∶1。

同时， 《意见》透露，建立以信息
高水平互联互通、 智能技术标准体
系完善、建设运营管理机制健全、统
一有序惠及民生为特色的新型充换
电基础设施体系，实现行业发展“五
个转型”，即从均衡发展转向聚焦重
点、从建设为主转向建管并重、从慢
充为主转向快慢并重、 从无序充电
转向有序充电、 从企业为主转向全
社会多方参与。

具体而言，上海将重点推动“僵
尸桩”治理、解决小区充电难等问
题，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新能源
汽车消费观；强化新建小区安装条
件预留等方面的管理机制建设；小
区主推慢充，公共领域提高快充比
例；加快智能桩推广，充分发挥上
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数据采集与监
测市级平台的引领作用；把充电桩
建设纳入小区更新改造范畴，同步
夯实汽车厂商配建责任。 （沪讯）

重庆：
加快推动智能网联
汽车示范应用

本报讯 3 月1 日，《重庆市智
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应用管理
试行办法》（下称《办法》）正式施
行。 《办法》对重庆市行政区域内
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示范
应用、 示范运营等道路测试与应
用活动及相关监督管理作出了规
范， 并公布了道路测试与应用主
体、道路测试与应用驾驶人、用于
道路测试与应用的智能网联汽车
应符合的条件。

《办法》明确，智能网联汽车自
动驾驶包括有条件自动驾驶、 高度
自动驾驶、 完全自动驾驶三个技术
等级。 重庆市政府应当科学划定智
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 政策先行
区所在地区政府可以在其辖区范围
内自行划定道路测试与应用路段和
区域， 自行开展智能网联汽车道路
测试与应用。 有关部门应建立联合
工作机制， 协调推进智能网联汽车
道路测试与应用管理工作。

同时，《办法》 对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提供了具体的政策性
支持。 如各地应将道路基础设施
智能化建设纳入相关道路建设规
划， 配套建设通信设施、 感知设
施、计算设施、云控平台等车路协
同基础设施； 智能网联汽车相关
企业可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
城市管理等部门申请在其管理的
道路公用基础设施上搭建车路协
同基础设施， 相关主管部门应予
以支持； 有关部门应划定部分公
路、 城市道路路段及其他特定区
域， 用于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与应用， 并应逐步扩大道路测试
与应用路段及区域范围。 （宗和）

甘肃：
实现省内高速充电
主要节点全覆盖

本报讯 甘肃省政府新闻办日
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透露，2022 年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将在 17 对高
速公路服务区建设 25 座充电站，实
现省内高速充电主要节点全覆盖，
让电动汽车“回得了家、出得了城、
下得了乡”。

据介绍， 为加速建设充电网
络，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与甘肃省
高速公路服务公司合作， 于 2021
年建设投运白银东、武威、太石、永
登 4 对服务区 8 座充电站，助力省
内高速充电站扩大至 19 座。 同时，
该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甘肃销售公司合作，建设投
运油、汽、充综合站 2 座。 此外，该
公司还推广 “购车-装桩-充电”联
网通办“一站式”服务，与省内 89
家电动汽车经销商建立业务合作，
解决居民用户充电桩报装用电难
题。据统计，2021 年，甘肃全社会充
电运营商充电量达 2.72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9.72%，服务电动汽车超
680 万次。 （王占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