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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政策加码成产业发展“压舱石”

为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我
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
建立和完善了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推
进的政策体系和补贴制度等，鼓励新
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

2012年 6月，国务院印发《节能
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
2020年）》；2015年 3月,交通运输部
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在
交通运输行业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
指出，完善新能源汽车运营政策；
2015年11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电
动 汽 车 充 电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指 南
（2015—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
全国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1.2万
座，分散式充电桩480万个，以满足
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2016年4月，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
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将在
2016—2020年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补助政策。规定2016年新
能源汽车各车型推广应用补助标准，
并确定2017年至2020年的补贴退坡
幅度为每两年下降20%。

为鼓励新能源车企专注于技术
提高并降低价格，最终更有效地与国
际车企进行竞争，我国政府在鼓励新
能源发展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举措，
让新能源汽车真正形成良性增长。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市场营销分
会秘书长、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
书长崔东树指出，中国汽车发展，走
了一条自己独特的线路。目前中国
汽车进入新一轮转型升级严峻的调
整时刻，新能源车目前是中国汽车转
型与中国制造业转型，以及国家战略
安全的重要支撑，所以发展新能源车
极其重要。

后补贴时代聚焦核心技术

新能源车道的突然“拥挤”，是政
策推动和产业演进交织的结果。一
方面，双积分、补贴退坡等政策，令所
有车企面临向新能源转型的迫切诉
求，而这也是拿下庞大市场的关键选
择；另一方面，此前数年的产业积累
已能够为全面转向新能源提供支持，
配套厂商、商业模式正在成熟。

“后补贴时代”中国新能源汽车
发展新思路与新举措，急需在这一关
键时点坚持节能环保、产业升级的总
体政策目标，坚持市场为主、政策为
辅，实现政策有序衔接，并保持一定
时期的稳定性、连贯性和可预期性。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
付于武表示，总体来看，新能源汽车
产业正处于从导入期向成长期过渡
的关键阶段。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需要各方协同努力，共同推动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

“随着补贴的退坡，企业会感到
压力，企业会真正了解用户的需求，
并且用新的技术方法、新的技术手段
生产高质量的产品，满足用户的需
求，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
只有这样，这个产业才能也一定能够
保持持续健康高质量的发展态势。”
中国质量协会副秘书长李高帅说。

挑战与机遇并存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开启未来十年赛程

五部委释放新能源车政策“信号”

围绕当前新能源汽车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和未来新能源汽车科技创新趋势，科学技
术部党组成员夏鸣九就下一步工作重点提
出明确规划。

一是持续推动“三电”关键核心技术提
升。研发更高比能量的锂离子电池，提升驱
动电机和电控系统的功率密度和效率，同
时，要注重发展颠覆性技术，超前布局固态
锂电池、碳化硅功率器件等下一代技术。

二是强化安全问题的红线。一方面，要
加强核心材料、电池生产、使用维护等全产
业链的技术研发，从根源上提高电池系统整
体安全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工具，发展新能
源汽车安全要素、在线立体化监测、智能化
研判、全方位预警等技术。

三是高度重视氢燃料电池技术进步和
产业化应用。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以氢燃料电池工程化、产业化为牵
引，布局从应用基础研究到工程化应用的全
链条技术研发，补齐关键核心技术及产业链
的短板。

四是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自动驾驶。
充分结合我国在5G通信、“互联网+”、人工
智能等方面的技术和市场优势，构架适用于
中国场景的自动驾驶与智能交通深度融合
的自主式交通系统。（来源：高工锂电网）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王蒙徽介绍，将
把电动汽车、智能汽车的发展与智慧城市的
发展和建设融合起来，促进城市基础设施数
字化、智能化，加快建设智慧城市建设管理
平台，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加强城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规

划建设，加大新技术应用的力度。住建部将
会同有关部门，加快完善配套政策和激励机
制，修改完善相关标准规范，在城市建设中
全面落实和完善充电设施规划要求。结合
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等工作，进一步推
进充电设施进小区、进单位、进公共停车场。

第二，试点先行，推进城市智能基础设
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建设支持智能汽
车及智慧城市运用的基础设施；搭建出行数
据平台；布局智能汽车开放测试环境；开展
智能汽车和智能出行的示范运用，如智能公
交、智能停车、智能物流等。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修
提出持续深化汽车产业投资管理改革：

一是通过实施《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
定》，引导行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技术进
步，淘汰落后产能，清除僵尸企业，防范盲目
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努力将汽车产能
利用率保持在合理区间，营造公平竞争、优
胜劣汰的产业发展环境。

二是加快推动汽车产业改造升级，促进
汽车产业与信息通信、互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兴产业深度融合。积极开展智能汽车示

范运行、系统验证人-车-路-云协同体系，
严格落实国家网络安全管理制度，探索建立
智能汽车全生命周期的数据安全管理机制，
为未来智能汽车安全运行、交通管理应用服
务等提供支撑。

三是加强产学研用协调联动和资源整
合，完善汽车产业创新体系，引导整车企业
与关键零部件先进制造装备企业协同协作，
共同开展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提升产业链
同步开发能力。推动整车企业开放零部件
供应体系，鼓励零部件企业增强研发能力，

打造平台化、专业化零部件企业集团，形成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供应体系，为全球
汽车产业提供优质的配套服务。

四是大力组织开展新能源车核心技术
攻关，深入探讨车电分离、充换结合的产业
发展新模式，推动完善新能源汽车消费使用
环境，不断改进产品性能和应用体验，大幅
降低综合成本，逐步提升新能源汽车对燃油
汽车的替代优势。推动建立车用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的市场化机制，努力形成从动力电
池生产到回收利用的循环经济产业链。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规模化启动，如何
在基础设施层面做好配套服务，推动电动
汽车与储能、交通等各个环节的统筹发展，
国家能源局监管总监李冶表示：

一是深入推动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在能源领域，积极降低化石能源占
比。根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
的发电量有可能会占到一半左右。非化石
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总量可能要达到

20%左右。届时，将初步构建起集化石能源
清洁高效利用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大力
发展并举的能源发展体系。

二是健全充电基础设施的标准体系。
第一是继续深化互操作性测试，解决车桩
兼容的难题。第二是强化标准的实施落
实，支持充电联盟开展充电设施产品的标
识评定，规范随车配送充电桩产品的标准
管理。第三是瞄准充电新基础设施发展，

组织中电联等单位开展大功率充电标准预
研工作，提出电网双向互动技术标准的发
展路线图。

三是引导促进充电网络发展。一方面
是推进互联网+充电设施的建设，利用财政
资金杠杆作用，组织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
盟，建立全国性的统计监测平台，为政策制
定提供数据支撑。同时，充分发挥市场机
制的作用，引导形成充电服务网络。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介绍，相关部
门正在抓紧研究制定2019年补贴政策，总
的原则是在确保2021年补贴全部退出后，
产业不发生大的波动，分阶段的释放退坡所
带来的压力，防止一次退坡坡度过大，带来
大起之后的大落。

在推动补贴政策制定出台的同时，苗圩
还对于工信部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下一步
重点做了规划：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统筹协调，综合施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高质量发展。

一、巩固发展合力，加强统筹协调。

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加强部门间
协作。着力推动解决充电桩进小区难、地
方保护等突出问题。适时建立产能信息发
布机制，引导社会理性投资。对委托加工
(代工模式)问题作出了规定，鼓励企业间
产能合作，激发市场活力。统筹锂、钴等资
源开发和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的建设，
推进汽车与能源、交通、通信产业的融合发
展。

二、增强发展动力，强化创新驱动。要
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
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巩固动力电池国

家制造业创新中心良性发展态势，加快智能
网联汽车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提升动
力电池性能和整车智能化水平。加快推动
燃料电池汽车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在经
济基础好、地方积极性高的地区开展示范运
行，打通产业链和氢能的供应链。

三、优化发展的环境，持续完善政策体
系。优化财税政策，加大对使用环节的支持
力度，保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平稳增长。制
定发布2021—2023年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
要求，完善双积分制度，为财政补贴全部退
出后做好前期准备。

国家发改委：持续深化汽车产业投资管理改革

经历了10年的起伏波澜，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完成了从0到1的蜕变成长，并正在进入全面

市场化的转折点。

2019年初，工信部、国家能源局、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科技部等部委纷纷对于新能源汽车今

后的发展进行定调，而这也成为瞭瞭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走向的一个重要窗口。

工信部：2019年补贴政策思路

国家能源局：健全充电基础设施标准体系

住建部：推进城市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科技部：推动“三电”关键核心技术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