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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镍期期货货价价格格两两个个交交易易日日上上涨涨 224488%%，，今今年年碳碳酸酸锂锂价价格格上上涨涨超超 22//33

动动力力电电池池原原材材料料价价格格疯疯涨涨
■■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林林水水静静

关注

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离不开资本支撑
———访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秘书长闫建来

■■本报记者 范彦青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持续升温，整车制
造、零部件厂商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
化等加快转型升级，跨界势力不断入场，新
品牌不断涌现，投融资如火如荼，资本的支
撑作用日益凸显。 如何打造良好的投融资
环境？对此，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副秘书长闫建来。

中国能源报：如何看待汽车产业“新五
化”，即“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共享化）+资本化？

闫建来：汽车产业“新四化”为社会所
熟知，无论是“新四化”还是“新五化”，甚至
更多“化”，都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汽车工业未来发展的两大方向是电动
化和智能化， 这在全球汽车产业已形成共

识，这是战略方向、真正目标。其他的“化”，
包括网联化、 数字化等是实现上述目标的
基础能力或路径、手段，共享化则是汽车应
用端发展方向。 资本化是汽车工业向电动
化和智能化目标前进的保障和支撑， 在现

在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成为汽车产业持
续高效和引领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科
技创新、 技术进步成为驱动国家发展的决
定性力量， 在技术蝶变和多领域高度融合
的背景下， 低盈利模式的汽车产业在研发
费用和研发速度上难以承担独立开发的投
资压力，需借助资本力量实现革命性进步。

中国能源报： 如何促进新能源汽车投
融资？

闫建来： 建立完善健康的投融资法治
环境， 对促进新能源汽车投融资便利化十
分必要。应充分放开民族资本投融资，让社
会资本更便利地参与市场、 更有效地集中
到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领域， 有利于低端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依靠技术、 研发、专
利、 投资赚取高额利润的现代技术型产业
升级。但同时，要把资本管好、用好。目前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 资本对项目的选择出现

一定偏差，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理性对待
投资成败、 科学研判投资的中长期目标和
短期目标，是投资人的必备素质。

中国能源报：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资
本的特性和规律？

闫建来：新能源汽车属于竞争性产业，
要遵守市场规律，运用市场手段配置资源。
在政府层面， 国家发改委每年发布的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是资本的“红绿灯”之一，通
过清单方式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
业、领域、业务，指导市场主体投融资行为。

在市场层面，各大车企、市场主体都会
设置投资部门， 根据战略选择制定相应的先
导性技术投资计划。 市场主导下衍生的社会
化融资、股份制（平台）融资及相关孵化器等
构成了不同级别的投融资圈。由此可见，新能
源汽车产业青睐多元化的投资。因此，风投要
有“眼光”，科学研判行业发展趋势。

新能源汽车大卖

比亚迪销量超过
上汽大众

本报讯 实习记者姚美娇报道：
今年 2 月，得益于新能源汽车销量
暴涨，比亚迪销量首次超越长期居
中国汽车销量榜亚军的上汽大众。

比亚迪近日发布的 2 月产销
数据显示， 汽车 （含乘用车/商用
车） 销量达 91078 辆， 同比增长
335.2%，环比下滑 4.6%。其中，燃油
车销量为 2795 辆 ， 同比 下 滑
73.6%，环比增长 24.0%；新能源乘
用车销量达 87473 辆， 同比增长
764.1%，环比下滑 5.9%，占新车总
销量的 96%。上汽集团发布的产销
快报显示，2 月上汽大众销量为
90604 辆，同比增长 79.4%，环比下
滑 30.6%。

业内人士认为， 上汽大众和
比亚迪代表的是汽车行业两大阵
营。 前者代表的是传统汽车龙头
企业， 燃油车销量占上汽大众总
销量的比重达 90%以上； 后者自
居为新能源汽车引导者， 新能源
乘用车占比亚迪总销量的比重基
本达 95%以上。 上汽大众销量长
期仅次于一汽大众位居第二，2 月
上汽大众销量排在比亚迪之后，
这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表现而
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比亚迪是最早从电池行业跨
界造车的企业，几乎是中国最早看
到电动化趋势并行动的车企。 ”新
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独立研究者
曹广平告诉记者，比亚迪与上汽大
众体现了两种竞争关系： 一方面，
民族品牌在和合资品牌的长期竞
争中，具备了相当的竞争力；另一
方面，比亚迪长期坚持的电动化有
了成效，且基本能做到比合资品牌
快一拍。

曹广平进一步表示：“相比之
下， 虽然合资品牌销量依然强势，
但‘以市场换技术’的基础已经松
动。 市场方面，目前的中国汽车市
场已不是改革开放之初进口和合
资品牌占统治地位的市场。技术方
面， 民族品牌产品技术大幅提升，
且在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方面
实现局部领先。 ”

业内人士认为，虽然现阶段新
能源汽车完全颠覆燃油车的可能
性不大，但新能源汽车正以惊人的
速度成长，上汽大众被比亚迪反超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能源汽车革
命正推动汽车行业格局剧变。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此前表示，
今年前两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
情况非常好，均增长一倍多，预计
今年能达到预期目标，还可能大幅
超出预期目标。 “中国车企提供的
电动汽车产品已从性能、使用成本
等方面全方位超越燃油车。 ”比亚
迪董事长王传福曾表示， 到 2022
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
率将超过 35%。

访 谈访 谈

“2021年积分交易价格为 2000元/分左
右，而今年的积分交易价格为 1000元/分左
右。 ”近日，合众新能源汽车董事长方运舟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能源汽车积分价格
出现下滑，给车企经营造成一定压力。

短短数月，新能源汽车积分价格出现
腰斩式下降， 这与此前行业的高预期相
悖。那么，积分价格下降原因何在？ 将对新
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何种影响？

■■供过于求致积分交易价格走低

据了解， 造成新能源汽车积分价格
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去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大幅增长。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
方寅亮向记者介绍，一方面，燃油车销量
减少， 对积分的需求随之下降； 另一方
面，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多， 积分供给增
大。 从供需关系来看，供大于求，新能源
汽车积分价格自然下降。

中汽数据有限公司日前发布的 2021
年新能源汽车积分价格预测联合研究成
果显示，2021 年新能源汽车积分预测价格
为 2600 元/分-2900 元/分 （基于 2021 年
中视角，对 2021 年 1 月-12 月交易期的测
算）；2022 年新能源汽车积分预测价格区
间为 1000 元/分-1400 元/分 （基于 2022
年初视角， 对 2022 年 1 月-9 月交易期的
预测）。 更有车企反映，今年的新能源汽车
积分价格已降至 500 元/分-800 元/分，远

低于业内此前的高预期。
据了解，2017 年 9 月， 工信部等五部

门联合发布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
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即
双积分政策，旨在替代逐渐退出的购置补
贴，助推我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 自双
积分政策实施以来， 共完成 4 次积分交
易。 受合规成本、供需关系、价格预期等多
重因素影响， 双积分交易价格大幅变化。
其中 2018 年平均单价为 300 元/分-500
元/分，2019 年为 800-1200 元/分，2020 年
为 1204 元/分。

2021年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价格达历
史高点。 2020年我国境内乘用车企业共生
产/进口乘用车 1983.02 万辆， 燃料消耗量
正积分为 436.74 万分， 燃料消耗量负积分
为 1171.43 万分， 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为
437.00 万分， 新能源汽车负积分为 106.55
万分。相较前一年，负积分大幅增加。同时，
137家车企中有 93 家不达标， 需要采取抵
偿措施进行积分合规， 燃油车企不得不花
重金购买积分。 正因如此，不少车企及时调
整产品布局和销售政策，加速电动化转型。

■■影响车企新能源转型的积极性

对新能源车企而言，积分交易是重要
的利润来源。 2020 年，特斯拉通过出售碳
排放积分获得 15.8 亿美元营业收入，当年
其净利润为 7.2 亿美元。 同时，比亚迪、上

汽通用五菱等车企均在双积分交易中获
利。 双积分交易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养活”
了新造车企业。 如理想财报显示，2021 交
易年度共销售约 7 万分新能源汽车积分，
收入 2 亿元，折合每分 2857 元；蔚来 2021
年三季度财报显示，2021 交易年度共销售
约 20 万分新能源汽车积分， 收入 5.17 亿
元，折合每分 2585 元。

双积分交易更是小微车的重要利润
来源。 五菱宏光 MINI EV 起售价仅 2.88
万元，据业内人士透露，除电池、零部件成
本外，再加上研发、人工、运输等费用，该
车型几乎不赚钱，主要靠卖新能源汽车积
分获得收益。

那么，当前新能源汽车积分价格大幅
下降，是否会影响车企生产新能源汽车的
积极性？ 方运舟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总
量增长， 车企对积分的需求相对降低，同
时鼓励产业转型发展的作用会减弱。

方寅亮同样认为， 新能源汽车积分价
格降低将使车企收入减少。 考虑到芯片紧
缺、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车企的整体盈
利情况面临挑战，需做好相应准备。

■■稳定积分价格成行业诉求

据了解，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车企
对积分价格变化缺乏准确预判，给生产经
营和产品规划带来诸多困难。 因此，稳定
价格成为行业对双积分政策的重要诉求。

“积分供需关系受各车企产量、油耗等
因素影响，具有不可预测性，会出现某些年
份积分供大于求、 某些年份积分供小于求
的情况。 ”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曾公开表
示，建议增强双积分价格可预见性，建立积
分池管理机制，供大于求时，把多余积分放
入积分池；供小于求时，再把积分拿出来使
用，以此调节各年份积分市场的供需平衡。

方运舟同样表示，应稳定新能源汽车
积分价格，确保维持在 2000 元/分以上。他
建议，进一步研究双积分政策，在不降低
新能源汽车单车积分值的情况下，使其达
到市场供需平衡。 可由政府或委托行业管
理部门设置虚拟交易平台或积分池，调节
市场供需关系，调控车企等比例、等价格
出售积分，稳定交易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 11 月，工信部启
动了《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
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修订工作。 今
年 2 月 28 日，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国务
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优化双积分管理
办法，做好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的有效衔
接，稳定市场预期。

业内认为，双积分政策或在引导新能源
汽车市场化后退出历史舞台。 对此，方寅亮
表示，按照相关规划，到 2030 年，新能源汽
车销量占新车总销量的比重将过半， 车企
基本完成电动化布局。 届时，产业发展重点
应放在电池梯次回收利用、充换电基础设施
运营等生态体系的完善、升级上。

新能源汽车积分价格出现腰斩式下降，引发负面连锁反应

双积分政策亟待优化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卢奇秀

热热点点 焦焦聚聚

“6 万美元/吨 、7 万美元/吨 、8 万美
元/吨、9 万美元/吨、10 万美元/吨……”3
月 8 日，伦敦金属交易所镍期货价格在半
小时内连破 5 道关口，突破 10 万美元/吨，
至此，3 月 7 日、8 日伦敦金属交易所镍期
货价格两个交易日累计大涨 248%， 刷新
纪录。 随后，伦敦金属交易所决定暂停当
日镍交易。 作为动力电池另一种重要的原
材料，仅两个月时间，碳酸锂价格就从年
初的 30万元/吨上涨至目前超过 50万元/吨，
并仍在继续上涨。

这不禁令人担忧， 原材料价格疯涨是
否会影响动力电池供应？车企该如何应对？

动力电池供应量未减

目前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主要有磷酸
铁锂电池和三元电池两种， 其中碳酸锂在
两种电池中都有使用， 镍只在三元电池中

使用。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的
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 1 月-12 月，我国动
力 电 池 产 量 达 219.7GWh， 同 比 增 长
163.4% ； 销量达 186.0GWh， 同比增长
182.3%。 由此可见，虽然去年动力电池原材
料也一直上涨，但市场供应充足。

招商期货研究员赵嘉瑜表示：“对于磷
酸铁锂电池而言，大涨的只是锂，而磷和
铁价格正常，同时石墨、电解液、隔膜等材
料也没有像锂一样出现短缺。 50千瓦时-
70 千瓦时的三元电池含镍量约 30 千克-
50 千克，镍价格上涨 10 万元/吨，成本平均
上涨 4000 元，影响有限。 ”

“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很多动
力电池企业宣布减产， 因此造成市场上动
力电池紧缺的错觉，但事实上，动力电池企
业并没有减产动作。 ”赵嘉瑜介绍，“目前看
来，动力电池没有想象中那么紧缺，只是高
端电池较抢手。 ”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国轩

高科等多家动力电池厂商近日纷纷表示，
工厂正常生产，保供下游。

不影响新能源汽车销量

虽然原材料价格暴涨未影响动力电池
的供应量， 但涨价势必传导到产业链终端
的新能源汽车售价上。 3 月 10 日，特斯拉
中国官网显示， 高配 Model 3 和 Model Y
再次涨价， 其中 Model 3 高性能版价格由
33.99 万元调至 34.99 万元起， 上涨 1 万元
以上；Model Y 长续航、高性能版价格调整
为 35.79 万元和 39.79 万元，较之前均上涨
1 万元。 这已不是特斯拉今年首次提价，前
一轮新能源汽车涨价潮就由特斯拉打头。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
员张翔表示：“与传统车企不同， 新造车企
业车型较少，转移成本压力的手段单一，且
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依赖车辆涨价，

以转移成本压力。 ”
值得一提的是， 全国乘用车信息联席

会秘书长崔东树日前指出， 近期原材料价
格上涨及众多新能源车企涨价不会给新能
源汽车销量带来明显影响。

赵嘉瑜也表示， 原材料涨价引发下游
提价， 其实是嵌套在全球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PPI）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传导的宏观经济规律中， 但涨价并不一定
会迅速抑制需求。 “目前电池厂商和车企仍
可以接受利润压缩并持续一段时间， 同时
全球能源价格高企， 燃油车相较于新能源
汽车的成本在不断提升， 国家出台的汽车
下乡等政策也将刺激新能源汽车销量。 ”

加快钠电池研发或能治本

锂、镍价格齐涨，虽然在短期内对新能
源汽车市场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但如果原

材料持续涨价且引发新能源汽车成本居高
不下，待到新能源汽车相关补贴完全退出、
全球能源价格逐步回落时， 市场对新能源
汽车的喜好度将下降。

赵嘉瑜表示，从长期来看，锂供应紧
张将持续，相比之下，镍供应不会太紧张，
“镍价格暴涨是在供需基本面紧张、 全球
低库存及俄乌冲突影响俄镍交割品供应
的背景下，多头资金逼空导致的。 ”

张翔表示， 车企应对动力电池原材料
紧缺的最有效举措是投资布局上游资源，
如特斯拉投资澳大利亚锂矿。同时，很多动
力电池企业也在积极布局上游资源， 如宁
德时代在海外购买锂矿。

当然， 保障动力电池供应的关键是放
量。赵嘉瑜表示，这需要高价刺激海外矿产
资源开发， 并加速国内盐湖资源开发。 此
外，加快钠电池研发，也有望从根本上解决
锂资源紧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