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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扩内需的重要抓手，新能源汽车消费因兼具绿色低碳消费、出行

消费、新型消费等诸多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作为扩内需的重要抓手，新能源

汽车消费因兼具绿色低碳消费、出行

消费、新型消费等诸多特点，尤其值

得关注。

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705.8万辆和688.7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96.9%和93.4%。从萌芽

到被质疑，从“至暗时刻”到“绝地

反攻”，再到如今造车新势力集体出

海，我国已成为新能源汽车生产和消

费的大国。

我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已于

2022年12月31日终止。2023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全面市场拓展

期。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竞争将会越发

激烈，新车渗透率提升速度或将下

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业应从以下

三个维度剖析新能源汽车产业，厘清

“国补”退坡之后行业走势，以寻找

应对之策，发挥内生力量，助力扩大

内需。

合力做产业
如果将新能源汽车和智能手机对

比来看，两者的演进历程高度相似，第

一个维度就是对旧产业的深度颠覆和替

代，但这需要产业链的合力支撑。

智能手机几乎完全替代功能机的

核心逻辑是，功能机跃迁为智能手机

后，围绕智能手机出现了一个移动互

联网生态，微信、手机淘宝、抖音等

App的出现，提升了商业连接效率，

优化了人们的生活消费体验，也让手

机逐步成为人们器官的外延。

同理，新能源汽车在环保和驾驶

性上有传统燃油车不可比拟的优势，

从“聪明的车”到“智慧的路”，再

到“灵活的网”，车联网生态也在改

变人类的出行、生活方式。

自2001年科技部首次提出了“三

纵三横”战略至今，我国已经布局新

能源汽车产业20余年，建立起涵盖

“三纵三横”的专利优势。相关企业

在专利数量上表现突出：比亚迪9426

项、长安汽车5243项、北汽新能源

4005项、蔚来控股1103项……

以比亚迪为例，其产业链有上万

家大大小小的公司，产业链总资产超

过3万亿元，仅上市公司就达到40家以

上。电池龙头宁德时代则加速布局上

游的重要环节，包括正负极材料、隔

膜、电解液等材料及设备，进一步提

升供应链韧性。

从整车来看，相比燃油车平台，

电动汽车平台能支撑更快的产品迭代

速度。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张永伟预测，2023年将至少

新能源汽车 ：“国补”退坡之后
文／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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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00款新能源汽车上市，同时，智

能化技术的渗透率不断走高，过去的

卖点是电池容量和续航里程，现在自

主巡航、跟车、泊车，以及盲区探测

等几项关键的L2级智能驾驶技术成为

新的卖点。数据显示，我国L2级辅助

驾驶乘用车的渗透率2022年上半年达

到32.4%，预计2025年L2级及以上智

能网联汽车渗透率将达到80%。

从动力电池来看，2023年国内动

力电池企业产能将得到集中的释放，

可以缓解动力电池供应紧张问题，同

时电池级碳酸锂的价格也将逐步回

落。值得注意的是，磷酸锰铁锂、

PET复合铜箔、钠离子电池等新技术

应用在2023年也将开始规模化应用，

尽管新技术短期不会成为主力，但也

会倒逼现在的三元锂系和磷酸铁锂系

企业加快变现，加速了现有主流技术

产能的释放。

彭博新能源财经近期发布的研究

报告认为，2023年锂电池价格将保持

高位，按实际价值计算将比2022年水

平略有上涨。随着供应链压力缓解、

制造工艺改进、产能扩张、下一代电

池技术的应用，锂电池价格将在2024

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售结

构将向“纺锤型”加速转

型，15万～30万元的中端

市场将成为竞争最激烈的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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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次下降。

从基础设施来看，随着广汽、东

风、吉利等企业的快充车型集中上

市，2023年车企将加快布局基础设

施，预计大功率充电技术将加速落

地。

出海造生态
对产业发展而言，供应链密切合

作与技术迭代创新至关重要，能否形

成开放共赢的生态圈也是决定其崛起

的重要维度。

2014年6月12日，埃隆·马斯克在

特斯拉官网发文《我们所有的专利属

于你》声称，为推动电动汽车技术发

展，特斯拉将开放所有专利，任何人

出于善意想要使用特斯拉的技术，特

斯拉不会发起专利侵权诉讼。自2014

年至今，特斯拉已开放超过300项专

利，涵盖供电电路设计专利、充电电

压控制专利、电池底盘封装工艺，以

及其核心技术——电池热管理技术。

嗅觉敏锐的资本开始加快布局纯

电动汽车赛道，在特斯拉开放专利的

一年内，我国的蔚来、小鹏、理想三

家造车“新势力”相继成立。

良性循环由此形成：老牌车企也

纷纷投入纯电汽车研发，越来越多的

电动汽车使得充电站建设变得有利可

图，这又吸引更多的资金涌入各类应

用场景的开拓，反过来进一步加大对

纯电动汽车核心技术的研发支持，最

终形成整体突破。

2022年，比亚迪、长城、吉利、

国轩高科、宁德时代等整车厂、供应

链企业相继宣布海外布局计划，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出海进程按下快进键。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2年

1～1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

59.3万辆，预估2023年出口量有望接

近80万辆。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

会的数据则表明，我国纯电动汽车出

口均价2018年为0.2万美元，到2022

年8月已增至2.58万美元，未来有望继

续提升。

德勤在《从出海向全球化飞跃 中

国车企的第二增长曲线》报告中指

出，中国车企已从十年前的“产品出

海”，飞跃至现在的“价值链全球

化”，即更多车企会以研发、制造、

物流运输、汽车金融等全价值链方式

出海，实现中国汽车品牌和产品全方

位的输出，在整个海外服务上有了一

个更好的提升。

随着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智能化

的深度融合，汽车已经变成了创新集

成的产品，行业发展也变得更加需要

跨界元素。张永伟表示，过去的电动

时代强调的是制造商的品牌，未来的

智能时代更核心的是科技的力量。

宁德时代中国区乘用车解决方案

部总裁项延火公开表示，产业链既需

要分工又需要合作。随着汽车“新四

化”（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

享化）的逐步推进，产业链从原来单

一链式的供应模式变成了网状的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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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需求和获客的重要因素。国家信息

中心副主任徐长明公开表示，近年来

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是超强竞争力

的新能源产品引发的，但目前大多新

能源汽车产品仍是以激励政策为依

托，尚未形成完全靠市场力量来驱动

其快速发展的格局。“谁能够在保证

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谁就是未来的胜出

者。”

降成本的路径有很多，比如实施

技术创新、推动“数字化制造+精细化

管理”、实现技术集成等。以比亚迪

为例，其通过刀片电池的技术创新，

让电池成本大幅下降，但能量密度并

没有降低，而且安全性得到提升。

“刀片电池体现了比亚迪彻底终结新

能源汽车安全痛点的决心，更有能力

度多生态交织的合作模式。在这种模

式下，整车厂和电池厂以及整个产业

链，需要充分合作与携手创新，才能

找到新的生态模式、业务模式或合作

模式，让产业发展更健康更活力。

仍需控成本
降低成本是我国制造业参与全球

竞争的一个关键因素。岁末年初，面

对补贴退出和原材料成本的压力，我

国自主品牌比亚迪、吉利等上调了官

方指导价。1月6日，特斯拉选择了

再次降价，其中Model 3下调了3.6万

元，对比2022年首次降价前的价格，

Model 3降幅已达5万元，创下国产特

斯拉的价格新低。

在市场人士看来，对用户而言，

科技时尚很重要，价格同样是激发用

把‘自燃’这个词从新能源汽车的字

典里彻底抹掉。”比亚迪董事长王传

福对此信心十足。

专家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

正在从市场培育期迈进市场化的发展

阶段、从政策和市场双驱动转向市场

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

国补退坡也加速了新能源汽车行

业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过程：

2017～2022年，不依赖补贴的新能

源汽车车型占比逐年增加，2022年这

一比例已超50%；新能源补贴在车企

新能源汽车销售收入中的占比逐年下

降，2022年占比已经小于10%。

张永伟表示，如果没有特殊的

“黑天鹅”“灰犀牛”事件，2023年

中国很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新能源汽

车当年销量进入千万辆级的国家，国

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30%～40%

的增幅。

在市场层面，过去新能源汽车的

主战场是一线城市，2023年二、三线

城市及城乡市场，会成为增量来源。

在价格层面，过去30万元以上的高端

市场与15万元以下的低端市场，历来

是汽车企业的主阵地，销售结构“哑

铃型”特点凸显。2023年新能源汽车

销售结构将向“纺锤型”加速转型，

15万～30万元的中端市场将成为竞争

最激烈的区间，未来的品牌战、价格

战都会在这个市场产生。

（作者系本刊编委、科创资本50人论坛秘
书长）

2022年国内部分新能源车企销量 （单位：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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