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片片新新闻闻

新能源汽车·要闻 17□主编：王旭辉 □版式：李立民
□电话：010-65369492����□邮箱：wxh1109@163.com

□ 2022 年 4 月 11 日

我国将试行
汽车安全沙盒监管制度

本报讯 实习记者杨梓报道：4 月 1 日，市场
监管总局、工信部、交通运输部、应急部、海关总
署五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试行汽车安全沙盒
监管制度的通告》（下称《通告》），共同启动汽车
安全沙盒监管试点工作。

《通告》指出，当前，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共享化加快融合发展，传统安全问
题与新型安全问题叠加， 汽车安全形势复杂多
变。 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和社会公共
安全，完善汽车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安全监
管方式，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拟
在汽车安全领域试行沙盒监管制度。

据了解，沙盒监管指先划定一个范围，对在
“盒子” 里的企业采取包容审慎的监管措施，并
杜绝将问题扩散到“盒子”外。 同时，对属于可控
范围内的安全问题实行容错纠错机制， 并由监
管部门对运行过程进行监管， 以保证测试的安
全性并作出最终评价。 该制度起源于英国，目前
美国、德国、日本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
汽车、能源等领域推进实施沙盒监管制度。

《通告》指出，汽车安全沙盒监管是在后市
场阶段针对车辆应用的前沿技术进行深度安全
测试的机制，主要目的是引导企业查找问题、改
进设计、降低风险。 作为传统监管方式的有益补
充，汽车安全沙盒监管变被动监管为主动监管，
有利于更早将前沿技术引发的质量安全问题纳
入监管范围，提高应急处置能力，防范和化解重
大风险，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有利于鼓
励企业技术创新，倡导最佳安全设计实践。

《通告》明确，沙盒监管的对象是在车辆中
使用的环境感知、 智能决策、 协同控制等前沿
技术， 或实现各级别自动驾驶、 远程升级等新
功能新模式。 涉及的车辆须通过 《道路机动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等市场准入， 取得强
制性认证证书， 经营性机动车应当符合营运安
全相关标准。

申请进入沙盒监管的前沿技术或新功能新
模式， 是以现有的科学认知难以预见其潜在风
险。 申请进入沙盒监管的企业，包括相关汽车整
车、零部件、互联网科技、数据服务、网络运营、软
件与系统供应等企业，需要主动履行质量安全主
体责任，和监管部门共同对未知风险进行研究和
评估，且具备必要的测试和应急处置资源。

企业要就前沿技术或新功能新模式申请进
入沙盒监管，需要经过申请、评估、测试、报告、
退出 5 个阶段。 《通告》还特别指出，测试周期
内，企业获知与测试同类型、同批次车辆在中国
市场上发生碰撞、火灾、远程控制、辅助驾驶失
效等事故后，要按照《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
例》等规定开展调查分析，并在 48 小时内向市
场监管总局报告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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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表示， 经营多年的传统车
企，本就对供应链有更好的掌控力，在当
前的市场中，或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值得
注意的是，孵化于传统车企的广汽埃安，
旗下的 Aion S Plus、Aion V Plus 售价分
别上调 4000 元、5000 元，3 月以 20317 辆
的销量成绩力压众多新造车企业。 但同
时，A00 级（微型车）、A0 级（小型车）电动
汽车市场多被传统车企占领， 原材料价
格上涨带来的隐忧却不容忽视， 亟需升

级产品。
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独立研究者

曹广平认为，目前原材料价格高涨，对新
能源汽车、 燃油车等各条技术路线都带
来压力。 除动力电池本身要研发新的低
成本电池技术、 加快低成本电池材料回
收利用技术研发外，他还建议，新造车企
业要开拓思路， 关注其他技术路线的细
分市场。

据悉， 今年传统车企和新造车企业

都将陆续推出重磅车型， 国内新能源汽
车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3 月的新能源汽
车销量数据表明，涨价并未影响销量。 其
中，小鹏以 15414 辆的销量成绩继续领跑
新造车企业， 哪吒迎头赶超态势明显，3
月销量达 12026 辆， 零跑也销售 10059
辆。 张翔认为：“对于本就畅销的车型而
言，车企手握大量订单，适度涨价不会影
响其销量，反而会起到积极作用，这增加
了车企涨价的底气。 ”

3 月以来， 受电池等原材料价格上
涨影响，特斯拉、理想、小鹏、哪吒、零
跑、威马等新造车企业纷纷上调新能源

汽车售价，单次涨幅均超万元。与之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 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涨
幅较小，多在万元以下，或暂未涨价。

������3 月 18 日，小鹏宣布对在售车型价
格进行调整， 补贴前售价上调 10100
元-20000 元， 此次价格调整于 3 月 21
日零时起生效。 虽然蔚来宣称现有产品
并无涨价计划， 但表示会根据市场变
化，通过升级产品进而调整车辆售价。 3
月 21 日，宁德时代表示，因上游原材料
价格大幅上涨，公司将动态调整部分电
池产品价格。

“目前已经确定二季度电池涨价幅
度的新能源汽车品牌，基本都已宣布涨
价。 还没有涨价的，大部分是因为没有
和电池厂商谈妥涨价幅度，等谈妥后也
会涨价。 预计二季度电池成本上涨幅度
将非常离谱。 ”理想 CEO 李想近日公开
表示。 随后，理想宣布自 4 月 1 日起，理
想 ONE 售价上调 11800 元。

部分业内人士对理想 ONE 超万元
的涨价幅度感到意外。 作为一款增程式
电动汽车， 理想 ONE 搭配的动力电池
容量较小，为 40.5kWh。 据了解，动力电

池价格涨幅取决于容量， 中高端纯电动
力汽车搭配的锂电池容量较高， 涨幅也
更大。 理想方面表示，理想 ONE 整车成
本较高， 同时电池组容量在插电混动车
型和增程电动车型中也最高， 因此进行
了最低限度的调价。

据了解，此前曾表示“仍在纠结中”
的岚图近日也宣布涨价。 3 月 31 日，岚
图官方宣布旗下纯电动车型售价上调
10000 元，增程式车型暂不上调，以上变
动将于 5 月 1 日生效。

除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上涨外，
芯片、 车身原材料价格上涨也不容忽
视， 且影响已蔓延至燃油车。 4 月 2
日，有奔驰经销商表示，奔驰调涨各车
系在中国市场的官方指导价。 网传的
一份价格调整表显示， 奔驰此轮涨价
范围涵盖迈巴赫、AMG 等多个子品牌
的多款车型 ， 以及奔驰 CLA、E 级 、
GLC、S 级等车型，涨幅从数百元至数
万元不等。

电电池池涨涨价价并并非非唯唯一一诱诱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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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杨杨梓梓

������目前奇瑞、比亚迪、长城等新能源
汽车品牌的涨价幅度基本为 3000 元-
6000 元，一汽-大众、上汽大众旗下新
能 源 车 型 未 涨 价 。 如 上 汽 荣 威 i6
MAX EV 作为一款搭配 61.1 千瓦时电
池包的纯电动汽车，仅上调 2000 元。

目前新造车企业处于上升发展阶
段， 总体销量达不到传统车企的体量。
同时，传统车企销量与利润主要来自于
燃油车， 因此有较强的成本分摊能力。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

研究员张翔指出：“新造车企业车型较
少， 抗成本上涨能力较弱， 因此涨幅比
传统车企大。 ”

“卖得好的燃油车价格在往下走。 ”
有传统车企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目前
燃油车利润已被逐渐压缩。 他以公司一
款燃油车举例称， 该车最受欢迎的配置
已从 25 万元降到 20 万元， 同时目前公
司最畅销的燃油车利润较低。 由此可见，
燃油车市场竞争同样激烈，成本上涨时，
多由车企自行承担， 未出现集体涨价行

为。 业内人士也认为，尽管上述奔驰相关
车型涨价， 但不会出现燃油车集体跟风
涨价的情况。

此外， 新造车企业普遍采用直营
模式， 而传统车企更多通过经销商销
售车辆， 并在目前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乘联会秘书长崔
东树表示， 汽车市场供需的核心调节
手段是价格， 经销商有很强的价格调
节能力， 有利于实现成本和供给变化
下的需求稳定。

“圆柱电芯安全性最高”“大圆柱产品在零下
30℃能放出常温下 90%以上的电量”……近日，在由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主办的动力电池论坛上， 比克
电池、亿纬锂能等动力电池企业纷纷提出，大圆柱电
池将是未来中高端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发展方向。

“动力电池的终极技术方向”

深圳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副总裁樊文光介
绍，比克电池在圆柱电池领域已研究 17 年，在特斯
拉提出 4680 圆柱电池（直径 46mm、高度 80mm 的
圆柱电池）之前，就判断大圆柱电池将是中高端电动
车电池的最优解决方案。 与 18 系和 21 系等尺寸的
圆柱电池相比，大圆柱电池不仅尺寸扩大，也有一定
结构差异。 同时，18 系和 21 系尺寸电池用的是常规
极耳，而大圆柱电池用的是全极耳。 经测试，采用全
极耳的电芯比同体系传统单极耳电芯内阻降低 65%
-80%，这意味着极高的功率输入及输出。

据了解， 目前动力电池有 3 种技术路线———圆
柱电池、方形电池和软包电池。 对于大圆柱电池的安
全性，樊文光介绍：“圆柱电池单体小，分散了风险，
同时每个单体又由钢壳或铝壳保护及独立的泄压装
置。 此外，电池包内的圆柱电芯普遍以蜂窝状排列，
电芯之间有空隙， 电芯单体与外部之间也有很大的

热交换面积，这意味着任何单体电芯发生热失控后，
不会蔓延到周围的电芯， 从而保证整包层面的热安
全。 ”

惠州亿纬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金成在论
坛上也指出：“46 系列圆柱电池（4680 和 4695 电池）
有突出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不变形，有望成为动力电
池的终极技术方向。 ”

明年将大规模量产

尽管圆柱电池优势突出， 但放眼当下的国内动
力电池市场，其表现并不突出。

据了解，在 2021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榜排名
前 10 的车型中，只有特斯拉选用了圆柱电池。 “目前
方形电池仍在国内市场占据主流地位。 ”北方工业大
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 方形电
池供应商、产业链等配套完善，经济效益好、资源多、
可选择供应商多，产业整体成本低。 相比之下，国内
制造圆柱电池和软包电池的成本较高。

同时，樊文光表示，目前大圆柱动力电池总体上
处在从设计验证到工程验证的推进阶段，“经过 2021
年的设计等工作，我们已进入样件批量交付阶段，性
能达标甚至超出预期。 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小批量量
产，明年会实现大规模量产供货，未来将分阶段在国

内外增加 80 吉瓦时产能。 ”

产业链需共同发力

樊文光介绍：“2021 年， 全球电动车销量超过
700 万辆， 据保守预测， 到 2025 年， 该数字将突破
2000 万辆， 对应的动力电池需求将超过 1600 吉瓦
时。 根据客户需求并结合行业信息判断，大圆柱电池
将占至少 30%的份额，即 480 吉瓦时，这超过了 2021
年全球动力电池的需求总量。 ”

“从表面看，尽管大圆柱电池制造工序比传统小
圆柱电池及其他形态电池更加简洁、高效，但对设备
供应商、 化工材料供应商和电动车企都提出了更高
的技术要求。 ”樊文光坦言。

对于未来动力电池的技术路线， 张翔认为：“从
去年开始， 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已经超过三元锂电
池。 今年 1 月，磷酸铁锂电池的市场占有率达 55%，2
月提高到 63%， 未来磷酸铁锂电池将是主流技术路
线，因此以方形电池为主的格局将持续很长时间，圆
柱电池规模化发展需继续完善产业链。 ”

樊文光也表示：“大圆柱电池工艺简单和高度标
准化，以及整包层面结构减少、成组简单等特点，在
整体成本上有一定优势，如果要想把优势变现，需要
产业链各环节共同发力，才能达到规模化拐点。 ”

大圆柱电池方兴未艾
■■本报实习记者 林水静

3 月 31 日，国网
（山东） 电动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与泽清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合作的济南西站
换电站投运，这也是
双方首批合作项目
的第五座换电站，有
利于推动济南运营
车辆进入换电时代。
图为即将上路的换
电出租车。丛会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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