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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多重因素   叠加促成
根据2020年11月2日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年）》，到2025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

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即新能源

汽车的新车渗透率达到20%。2020

年年底时，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新车渗

透率为5.4%，2021年上半年已经接

近10%，11月就达到12.8%，2021年

全年的数据已经延续迅猛增长势头。

2021年的市场爆发是多个因素综合

而成：技术进步、成本下降、产品成

熟逐渐获得了消费者的信任，政策的

配套支持以及疫情原因带来的购车需

求形成了合力。续航里程变长缓解了

用户的焦虑感，电动汽车智能辅助驾

驶的技术增强了新能源汽车的科技含

量，新能源汽车车型覆盖了各个层级

的用户，便宜的使用成本以及不限行

政策大大方便了用户的使用。由此，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逐渐摆脱了

政策补贴驱动的惯性，实现了向市场

内生动力驱动为主的转变。

谈到增长，往往离不开S型曲线。

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观

察到，一个新思想的采纳率在时间中

遵循一种S型曲线，即开始时缓慢、中

期加快、后期平缓。S型曲线逐渐广泛

应用于社会学、生物统计学、临床、

数量心理学、市场营销等多个领域。

汽车行业普遍认为，全球的汽车电动

化已经突破临界点，进入了S型曲线的

岁末年初，又到盘点展望时。

2021年，我国汽车行业的销售业绩

是贫富不均、几家欢乐几家愁。据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21年

1～11月，我国汽车累计销售2348.9万

辆，同比增长-9.1%；新能源汽车累

计销售302.3万辆，同比增长12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286.9万辆，同比

增长133.8%，新能源商用车累计销售

15.4万辆，同比增长54.8%。私人消费

的购车比例已经上升到接近75%，市

场惊呼“私人已经成为新能源汽车购

买的主力”，市场驱动的新能源汽车

的时代好像已经来临。展望2022年，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能否实现1000万辆

的保有量目标已经成为业界非常关注

的话题。

如果说2021年是我国电动汽车市场化元年，那么2022年市场竞争将

“渐入佳境”，汽车企业将迎来真正的考验。

新能源汽车能否触达 1000 万辆？
文／刘永东

柒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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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1000万辆的

目标将有望实现。

据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于2021年

12月2日召开的媒体沟通会上公布的预

计数据，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销量将为700万～900万辆，保有量超

过3000万辆。2030年，新能源汽车销

量大致为1700万～1900万辆，保有量

接近1亿辆。从能源利用上看，新能源

汽车行业与电力行业间的关系将从过

去的单纯电能提供者向“电力电能双

陡峭增长期，将呈现爆发趋势，2022

年的新车渗透率将突破20%。考虑到

2021年新能源汽车受到了电池供应受

限、芯片供应短缺以及产能受限等因

素影响，而2022年这些因素将逐渐缓

解，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预计为500

万～600万辆。

根据公安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截

至2021年9月，全国汽车保有量为2.97

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678万辆，占汽车保有总量的2.28%。

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

量预计为500万～600万辆，

保有量1000万辆的目标将有

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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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的总保有量预计将超过20亿千瓦

时。今后五年是我国电动汽车实现车

网双向互动技术逐渐清晰、市场机制

逐渐成熟、政策保障逐渐完善的关键

五年。为此，应大力提升电动汽车—

充电桩网—电网的信息开放和交互标

准化水平，大力推广社区有序充电，

全面试点电力需求侧响应，鼓励电

动汽车参与微电网充放电，扩大V2B

（电动汽车与建筑互动）应用场景，

降低楼宇用能成本，建设绿色低碳智

能楼宇。并通过完善负荷聚合运营管

理，整合电动汽车分布式能源可调节

资源，参与综合能源、能源互联网、

虚拟电厂等多场景的能源综合利用。

必须提供高质量的充电服务体

系。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与燃油汽车

的加油服务不同之处在于，其电能的

补给十分方便且十分多元化。受限于

现有的电池技术和充电技术，充电时

间长、充电体验差是当前影响私人购

车的重要原因。未来五年是全面提升

充电质量、加快充电设施技术进步的

关键五年。行业内将积极推进居民区

充电设施建设，推动政府、物业、运

营商、车企、电网形成合力，采用

“统建统营”、社区直流共享充电、

多车一桩、储充一体化、智能桩改

造、小区周边公共快充以及“整体加

装”提升存量小区充电配套能力等综

合举措，系统提升住宅小区充电服务

能力。提前布局建设城乡公共充电、

高速公路、偏远地区以及专用领域大

功率充电建设，建设ChaoJi充电网。

加快建设出租、共享等乘用车以及重

卡、工程等商用车的换电基础设施。

向互动者”转变，新能源汽车的碳达

峰、碳中和已经成为能源电力行业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能源汽车的分布式储能已经成为新

型电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能

源汽车充放电服务已经成为电力市场

交易和碳市场交易的重要领域。

未来：五措并举   应对挑战
必须高度重视电动汽车电能的补

给来源方式。根据测算，2021年乘

用电动汽车的单位里程二氧化碳排放

量为70克/千米，燃油车约为176克/

千米。为了控制碳排放总量，当电动

汽车保有量增大后，还必须进一步大

幅降低纯电动车的碳排放量，最重要

的手段就是实现用新能源电为新能源

汽车充电。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制定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碳达峰碳

中和行动计划（2021-2025年）》安

排，到2025年，充电设施能效水平大

幅提升，实现有序充电、电力需求响

应的大规模应用，充电可调节负荷占

比20%，负荷聚合应用示范推广，主

要运营商充电绿电率力争达到60%。

加强电力市场绿电交易在充电设施领

域广泛应用，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

建站模式，实现就地绿电、就地消

纳。

必须充分发挥电动汽车移动储能

单元的优势。随着电动汽车保有量的

增加，车载电池除了完成动力功能，

其作为分布式储能的作用将越来越重

要。2021年1～9月，我国动力电池装

车量为0.92亿千瓦时，预计到2025年

新增装车量将达到6亿千瓦时，车载

拓展充电数据与停车数据、车辆数据

互联互通，实时显示充电桩状态信息

及周边环境信息，进一步提升充电服

务能力，改善用户体验。

必须高度重视充电技术创新和产

业协调。大功率充电需要突破液冷组

件、大功率器件等关键技术。高能

效、高可靠性、低噪声充电需要优化

模块拓扑结构，采用第三代半导体技

术。光、储、充的深度结合需要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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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施关键设备及关键元器件标准，

增加设备智能化、放电功能、能效

指标等要求。完成ChaoJi标准体系建

设。修订换电标准，细化换电互换性

指标。制定无线充电产品标准及测试

规范。制定充电设备全生命周期碳排

放水平计算标准及碳排放因子计算标

准。制定充电服务身份认证标准、绿

电溯源标准、互动电量认证标准。完

善车网互动系列标准，制定充电服务

与电网通信协议标准。制定强制性充

换电项目建设标准，强化安全约束。

在政策方面，推动将充电设施建设纳

入城市规划、房地产验收流程中，细

化各地充电设施规划。出台科学合理

的充电电价、有序充电电价政策以及

电动汽车参与需求响应、电网辅助服

务等相关政策。出台电动汽车专项清

洁能源政策，将电动汽车消纳绿电纳

入消费侧主动碳减排体系。建立充电

服务财政差异化补贴机制，支持高速

公路、乡镇、偏远地区等保障型公共

充电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如果说2021年是我国电动汽车市

场化元年，那么2022年市场竞争将

“渐入佳境”，汽车企业将迎来真正

的考验，市场“无形的手”将成为企

业的指挥棒，老百姓会根据个人喜好

和购买力来“用脚投票”。当然，在

“双碳”目标引领下，在建立新型电

力系统进程中，还需要政府“有形的

手”进行引导和推动，“无形的手”

和“有形的手”相配合，才能使我国

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设施行业实现高质

量发展。

必须建立标准支撑和政策保障机

制。在标准方面，2021年10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国家标准化

发展纲要》，指出标准是经济活动和

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是国家基础性

制度的重要方面，标准化在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

基础性、引领性作用。在推动充电设

施高质量建设过程中，将围绕低碳、

高效、智能、双向技术发展制修订充

基于共享直流母线的一体化充电关键

技术。开发低成本、高可靠、兼容性

强的无线充电引导对位、异物检测、

活物保护技术是无线充电产业化实施

落地的关键。减少维护成本需要开发

标准化、模块化、可在线监测的单元

设备，为状态维修奠定技术基础。保

障充电安全需要充分利用充电大数

据，实现主动安全预警和电池健康状

态在线评估。 （作者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新能源汽车突破S型增长曲线关键点

中国乘用车保有量分能源结构预测

资料来源：中汽协、中金公司研究部>>

资料来源：公安部、中汽协、乘联会、中金公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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