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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之前，中国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基本处于科研阶段，以科技部

为主力。从2009年开始，新能源汽车

作为一个正式命题被提到日程上来，

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发改委等

部委积极参与谋划。尤其是2010年之

后，新能源汽车成为七个战略性新兴

产业之一，相关各方的积极性增加，

注意力也更为集中，有了更多的资金

投入与专项研究。

在政府的支持与市场的广泛参与

下，中国新能源汽车逐渐进入快速发

展车道。据工信部发布的数据，2015

年1～10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

20.69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14.64万

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6.05万辆，增

长势头强劲。

但就总量来讲，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仍然处于培育期。现在看来，到2020

年以前都不太可能形成一个正常的可自

我持续的市场，需要政府的进一步扶

持。打个比方来说，目前的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就像孩子一样，仍在未成年时

期，不能独自运作，需要关注、需要呵

护、需要教育投入，以确保它可以发展

成为一个健全的产业。

如果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这时又跑去跟外企学、跟外企合资，那必然

又会落在后面，最终被越落越远，永远是他国汽车产业的一个“附

庸”。

核心竞争力大于一切
 文·吴卫

在培育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时

刻关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否掌握了

核心“技能”以及掌握了什么样的核心

“技能”，因为这是立足之本。发展新

能源汽车实际上不是看到底推行了多少

数量的整车，而是需要这个产业能够真

正具备自主发展的竞争力，其中，最核

心的关键技术是电池、电机和控制系

统。在这几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有潜力，但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若想

在未来的国际新能源汽车格局当中有分

量，中国新能源汽车在量和质两方面都

要有长足的进步与提升才行。

Articles
Cover 封面策划



2015/12  总第84期 / 33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15 / 12

汽车领域的长跑比赛虽不能说已接近尾

声，但已经起跑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

段时间内，中国是一支落后的团队，甚

至只能通过合资方式跟其他选手“绑”

在一起，在利润方面分得一杯羹。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兴起相当于又开

始了一个新的长跑比赛，而且这场比赛

开始时间并不长，谁也不知道谁最后能

跑下来。因此，这让中国重新燃起了希

望。通过积蓄的意志与能量，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可能不会领先，但至少可以

做到不落后。而要实现这一点，除了自

主创新，没有别的选择。如果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这时又跑去跟外企学、跟外

企合资，那必然又会落在后面，最终被

越落越远，永远是他国汽车产业的一个

“附庸”。

现在中国政府各部门的观念是一致

的，就是要扶持新能源汽车产业自主创

新。从中央到地方，很多的科研专项投

资都投入到了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企

业与项目当中。当然，核心零部件产业

也要靠整车产业来带动。但是考察一下

国际汽车产业就会发现，在汽车产业中

最赚钱的公司不是奔驰、宝马等整车生

产商，而是博世、电装等核心零部件生

目前的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就像孩子一样，仍

在未成年时期，不能独

自运作，需要关注、需

要呵护、需要教育投

入，以确保它可以发展

成为一个健全的产业。

超越传统汽车制造业
从国家层面来讲，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主力其实不应该是政府，是市场

才对，但是作为战略性产业之一，汽车

绝对不是一个任由企业自由发展的产

业，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

力。就像2009年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

后，美国政府迅速出手把它养活了再送

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产业如果倒掉

了，国家竞争力会有巨大损失。

坦率地讲，中国的传统汽车制造业

并没有能够体现出核心竞争力。我们不

妨把产业竞争比作一个长跑比赛，传统

>>  第14届南京国际车展现场，比亚迪多款新能源紧凑SUV吸引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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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企业，它们的利润是比整车生产商要

丰厚得多。因此，政府希望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培养出中国自己的核心零部件企

业，成为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中坚力量。

在核心零部件企业的支撑下，方可

再进一步图谋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整车控制系统、轻

量化、深度插电混动和氢燃料电池。最

终希望实现的结果是，通过做强产业链

形成一个系统供应能力，进而形成一个

市场化体系。这个体系搭起来，才可以

真正形成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若干领

域的国际竞争力。

充分鼓励竞争
中国要通过培育核心竞争力来实

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化、高水平发

展，就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一点点积

累、一点点努力。在这当中，充分的市

场竞争必不可少。

与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相比，中国的

汽车制造企业不可谓不多，但实际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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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非车企试图进入这个产业，尤其

是新能源汽车领域。因为跟传统汽车相

比，新能源汽车不需要发动机、变速箱

等设备，整车制造相对简单。为了顺应

这样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增加中国汽

车产业的活力与竞争力，国家发改委今

年3月就《新建纯电动乘用车生产企业

投资项目和生产准入管理规定》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发布8个月

后的11月初，工信部披露了非车企申请

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的最新进展，表示

在通过有关专家评审后，将有一批符合

条件的企业得到电动汽车的生产资质。

这样做的目的是充分鼓励竞争，

让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这点可以用

选拨奥运会参赛选手为例加以说明。为

了拿奖牌和名次，国家应该选拨那些优

秀选手去参赛而不是派一批没水平的、

混饭吃的去比赛。以前，有一些国家队

或者专业队实力比较强，但在这些专业

队伍中有一部分在非常努力地发展新能

源汽车，也有一部分不太努力，因为到

目前为止开发新能源汽车并不赚钱。然

而，在社会上还有一些非专业队伍，虽

然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身体素质却很

好，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只要稍加训练

即可为国争光。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让他

们上马呢？

所以政府制定了该项政策，既发挥

原有汽车企业的拓展能力，也给社会资

本和有技术创新的非车企提供一个发展

机会，让大家共同竞争。有的企业拥有

资本优势，有的拥有产品优势，有的拥

有核心零部件优势，让这些企业全部上

>>  每2000辆电动汽车将配套建一座公共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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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场参赛，由消费者来选择，让优胜劣

汰机制发挥作用。最终留下来的企业就

代表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最高水

平。在这个过程中，每家企业肯定都会

注重技术研发与创新应用，国家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竞争力自然而然就提高了。

当然，更新准入机制需要同时更

新监管制度。政府要培育的是有创新能

力的企业，而不是拿着资金想干什么就

随意干的企业。所谓监管，就是要保证

新企业进入后不能乱来，不能“忽悠”

各地政府给钱给地，结果却什么也干不

成；也不能胡干乱干，搅乱原本有规则

的市场。对监管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第一，新进入企业要有“担保”，

提前把“遗嘱”写好：如果将来企业倒

闭了，卖出去的汽车出了问题怎么妥善

处理。第二，新进入企业只能生产拥有

所有权的品牌，不能给其他企业代工。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不应该停留在新

能源汽车数量的增加，而是要力争把这

个产业做成国际汽车领域的至高点，因

此企业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做大，而是依

靠技术创新做强。

完善税制与法制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中，市场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作

用，这是大势所趋。在发挥市场决定性

作用的同时，如何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难题。原有的政府

与企业之前的关系肯定要改变，今后该

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但是，不该管

的怎么彻底放开？该管的怎么管好？都

不是容易的事，需要在实践过程中摸索

着前进。除了体制与机制等行政管理问

题，还包括税制与法制问题。

现行税收制度对产业发展所产生

的不良影响正在显现。税负重、征收环

节复杂，导致了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的

诸多扭曲。具体到新能源汽车产业，税

收制度导致同一品牌统一型号的新能源

汽车在全国各地的卖价不一样，而且差

别还很大。这是由于各地补贴金额不一

样，补贴时间也不一样造成的。还有，

企业卖了车之后什么时候能拿到补贴也

不明朗，这就造成车企没有办法及时进

行利润核算。凡此种种，给企业经营带

来了诸多困扰。政府发放补贴本来是好

事，最后反而变成了坏事，就是财税制

度有问题造成的。如果税制能合理化改

革，新能源汽车产业还会有更多的发展

空间。

法制问题也已经成为包括新能源

汽车产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阻碍因素。政府行为应该怎么约束？市

场上的不法行为应该怎么监管？企业的

违法违规行为能不能受到处罚？对于这

些需要由法律来划定的内容，目前很多

都处于空白状态，由此造成了对不法行

为的处置无章可循，纵容了地方保护、

企业违规以及其他的不公正、不正当行

为。从客观上来讲，技术创新的成本十

分高昂，市场规则的不完善则会进一步

推高这种成本。所以，为了在新能源汽

车产业内部形成良好的创新氛围，尽快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亦是当务之急。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装备处处长）

政府要培育的是有创新

能力的企业，而不是拿

着资金想干什么就随意

干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