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于8月26日至28

日在北京、海南两地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

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致贺信，贺信中

说，中国是汽车生产和消费大国，近年来新能源

汽车发展迅速，产销量和保有量位居世界前列，

已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发展新能源汽车不仅

有利于先进制造业和绿色低碳发展，也有利于丰

富消费者选择和提供高质量产品。

“已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这个判断很重

要。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球新能源汽

车销量超过422万辆，同比增长66.38%。其中，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260万辆，占全球销量

的六成以上；市场渗透率超21.6%，保有量突破

1100万辆。中国也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

消费群体。

新能源汽车大会举行期间发布的《2022世

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共识》也指出，全球新能源乘

用车市场渗透率突破全面市场化拐点，各方将以

用户需求为中心，加快开发包括纯电动、插电式

混合动力（含增程）、燃料电池等多元化汽车产

品，营造良好的政策及应用环境，持续扩大新能

源汽车应用规模。

更具体理解“已进入全面市场化拓展期”这

个判断，一方面是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化、网联

化、智能化方向已经十分清晰，巨大的市场规模

已经隐约可见。比如，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加速落

地，高精度传感器、车用软件等需求持续提升，

预计2030年的市场整体规模有望接近4700亿美

元。所以，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企业投资，都在

这些方向上进行布局。

另一方面，全面市场化拓展期意味着要不断

扩大新能源汽车应用规模。从现实来看，虽然

造车“新势力”企业营收在大幅度增加，但普遍

处于亏损状态，研发和销售费用非常高。只有进

一步扩大新能源汽车应用规模，这些费用才能

“摊薄”，造车企业才能真正从传统汽车行业中

突围。而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正是最坚实的基

础。

在新能源汽车这个全新的赛道上，中国毫无

疑问是领军者之一。回顾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最重要的启示是坚持市场化，简而言之就是

鼓励充分的市场竞争。新能源汽车是全球车企转

型升级的主要方向，这是一个共识。转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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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达到34%，覆盖了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

也就是说，全球每3辆电动汽车中就有1辆装配的

是宁德时代的电池。

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是新能源汽车的底层

逻辑将围绕动力电池、智能化软硬件等展开。电

池解决的是绿色动力问题，智能化是把汽车看作

“应用场景”，“车身”的重要性相对下降。要

改变议价能力的悬殊局面，还是要回到市场化的

逻辑，也就是整车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也要提高，

政府其实已经多次提出要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中度。市场集中度不可能是“拉郎配”的结

果——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可持续的，而是必须通

过充分的市场竞争来实现。

当然，政府的“有形之手”不可缺少。比

如，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

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提出大力推广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强化整

车集成技术创新，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集中度。

新能源汽车也被看作当前稳经济大盘工作中

大宗消费领域的一个重点。8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将已两次延期实施、今年年底到期的

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政策，再延期实施至明年

年底，预计新增免税1000亿元；继续免征车船税

和消费税，在上路权限、牌照指标等方面予以支

持；大力推进充电桩建设，纳入政策性开发性金

融工具支持范围。

不少地方也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新能源汽车发

展规划。比如这次新能源汽车大会召开地之一海

南省提出，到2030年，全岛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

车，全省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新能源汽车占

比达100%。

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指出，坚持用市场化办

法，促进整车企业优胜劣汰和配套产业发展，推

动全产业提升竞争力。可以说，市场化、国际化

和“有形之手”的到位，共同构成了中国在新能

源汽车全新赛道上继续领跑的关键驱动力。

着这个产业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深刻改变。新产业

格局只能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形成。虽然传

统车企也在转型，但从中美两国电动汽车的“领

头羊”公司来看，大多还是“新势力”。比如特

斯拉是2003年成立的，成立之初就主攻电动汽

车技术，比亚迪从2008年就推出了混合动力汽

车，“蔚小理”（蔚来、小鹏、理想）则是在

2014～2015年成立的。

从产业链来看，与过去整车企业居于主导地

位不同，现在新能源整车企业更多受制于动力电

池、智能驾驶软硬件等领域的供应商。比如动力

电池的成本约占整车成本的一半，今年碳酸锂价

格不断飙升，对整车企业的影响很大，有的整车

企业公开抱怨“自己是给动力电池供应商打工

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与造车“新

势力”群雄并起不同，动力电池行业是一种“寡

头格局”，今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和比亚迪这两

家头部企业的电池市场占有率合计接近70%。

并且，动力电池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远超整

车企业。比如今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在全球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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