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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解析 

【整车市场】 

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年同比大增 4 倍 

 市场走势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 1月，2018年 1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40569辆和38470

辆，同比分别增长 4.6倍和 4.3 倍。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同比高速增长态势。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35852 辆和 33848辆，同比分别增长 4.96倍和 4.54 倍；新能源商

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4717 辆和 4622 辆，同比分别增长 2.82 倍和 3.07 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增长势头强

于新能源商用车。 

表格 1   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结构及增速 

产量 

  1月产量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汽车总体（万辆） 268.8 -11.6 13.6 

乘用车（万辆） 233.1 -10.7 12.5 

商用车（万辆） 35.8 -17.2 21.4 

新能源汽车 40569 -72.8 460 

新能源乘用车 35852 -61.2 496.5 

纯电动 23436 -68.6 380.4 

插电式混合动力 12416  -29.4  996.8  

新能源商用车 4717 -91.7 282.3% 

纯电动 4366  -92.0  333.1  

插电式混合动力 349  -86.3  54.4  

销量 

  1月销量 环比增长% 同比增长% 

汽车总体（万辆） 280.9 -8.2 11.6 

乘用车（万辆） 245.6 -7.4 10.7 

商用车（万辆） 35.3 -13.3 18.0 

新能源汽车 38470 -76.4 430.9 

新能源乘用车 33848 -65.6 454 

纯电动 22462  -72.6  470.7  

插电式混合动力 11386  -30.7  423.7  

新能源商用车 4622 -92.8% 306.9 

纯电动 4291  -93.0  279.1  

插电式混合动力 331  -87.4  8175.0  

数据来源：中汽协 

较上个月（2017 年 12 月）看，2018 年开年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依然是“低开”之势，但市场表现从

量上看优于往年。其中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新能源汽车产品日益成熟、市场接受度增高，另一方面，年底

传出的 2018 年进一步退坡的补贴政策并未在年末或年初如期出台，也让市场有了一定的赶紧登上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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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态。 

图表 1   2016 年-2018 年新能源汽车月度产销量（单位：辆）及增速 

 

数据来源：中汽协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市场结构 

本月报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结构的分析基于两个数据展开：一个是中汽协发布的销量数据，另一个是工

信部整车出厂合格证数据显示的产量数据。 

根据中汽协公布的数据，按动力类型和用途分，纯电动乘用车产量和销量分别为 23436 辆和 22462

辆，同比分别增长 3.8 倍和 4.7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12416 辆和 11386 辆，同比分

别 9.96 倍和 4.23 倍。新能源商用车方面，纯电动车型产销量分别为 4366 辆和 4291 辆，同比增速在 3

倍左右；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产销量分别为 349 辆和 331辆。 

从销售市场看，1 月纯电动乘用车的市场份额最高，为 58.39%，插混乘用车含 29.6%，纯电动商用

车市场占比 11.15%，插混商用车销量份额则不足 1%。 

图表 2 2018 年 1 月各动力类型新能源汽车销量（单位：辆）结构 

 

数据来源：中汽协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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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月度连续走势看，乘用车板块的年初低开更为明显，商用车则由于本身市场基数不大，下跌势头略

缓。 

图表 3  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各版块月销量（单位：辆）走势 

 

数据来源：中汽协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根据工信部整车出厂合格证统计，2018 年 1 月国内新能源车企共生产新能源汽车 39732 辆，较去年

12 月环比减少 79.79%。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共产出 33650 辆，占比 84.69%；新能源客车产出 2752 辆，

占比 6.92%；新能源专用车产出 3330 辆，占比 8.35%。 

从各板块的低开走势看，插混乘用车板块是产量环比降幅最低的版块，较 2017 年 12 月只减少了

9.43%，纯电动乘用车降幅 79.94%，其他各板块的降幅则均超过了 90%。 

图表 4 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各板块产量（单位：辆）及结构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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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2017-2018 年新能源汽车各领域板块产量走势 单位：辆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根据中汽协公布的数字，2018 年 1 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产量占汽车总产量的 1.54%（去年同期为

0.27%），而 2017年 12月这一比值是 3.56%， 2017 年全年乘用车的新能源化比重（新能源车占所有燃

料类型车的比重）为 2.35%，包括商用车在内的汽车全行业的新能源化比重为 2.69%。 

图表 6 2017-2018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汽车总产量的月度比重走势 

 

数据来源：中汽协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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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市场表现优于纯电动乘用车。 

图表 7 2012-2018年历年 1 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乘联会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图表 8 2016-2018年历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结构 

 

数据来源：乘联会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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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 2018 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单位：辆）结构 

 
数据来源：乘联会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图表 10 2017 年各类新能源乘用车车型历月销量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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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乘联会 分析制表：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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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 5 款，是插混车型在单车销售月度排行中表现相当优异的月份，以往 TOP10 销量车型中插混车型基

本在两三款左右。 

月度销量冠军是北汽 EC180，单月销售 7870辆，是排在第二位的江淮 iEV6/6s 的两倍多，在纯电动

乘用车市场中的份额高达 42%。插混乘用车销量冠军是比亚迪宋DM，1月销量占插混乘用车市场的 30%。 

比亚迪三款插混车型秦、宋、唐在 1 月的累计销量达到 7109 辆，占比插混总销量 58.05%。上汽荣

威荣威 ei6 开年销量便取得了 2088辆的优异成绩，而 2017 年这款车型的累计销量是 8900 辆。 

图表 11 2018 年 1 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单位：辆）排行 

 

数据来源：乘联会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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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2018 年 1月新能源乘用车车型销售结构 

 

数据来源：乘联会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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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2018 年 1月份乘用车企业销量（单位：辆）排名 

 

数据来源：乘联会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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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份额看，北汽新能源、比亚迪、上汽乘用车占市场主导地位，其中北汽新能源与比亚迪月销量

市场份额相当。由于北汽新能源旗下产品结构不及比亚迪丰富，且其当家车型 EC180 在 2018 年后期的补

贴将下降，与比亚迪展开竞争的压力明显。 

图表 14 2018 年 1 月新能源乘用车车企销量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乘联会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对新能源乘用车车企的月度表现，工信部整车出厂合格证产量数据更能说明问题。 

根据相关数据分析，1 月份新能源乘用车产量共计 33650 辆，有 9 家车企产量超过 1000 辆。单月产

量居首位的是比亚迪，7165 辆占当月产量市场的 21.29%，主要是插混车型，有 7161 辆；北汽新能源

6899辆居其次，市场份额 20.5%，全部是纯电动车型；上汽乘用车当月产出 5505 辆，市场份额 16.36%，

其中插混车型 4953 辆，纯电动车型 552 辆，以荣威 ERX5 为主（548辆）。 

图表 15  2018 年 1 月份乘用车企业产量（单位：辆）排名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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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由于只有一个月的数据，因此本期周报暂不沿往期惯例对各车企的表现逐一展开分析，后续将

重回惯例陆续对主流车企的月度表现走势进行分析，以及旗下产品阵容的市场表现。 

新能源客车：工信部合格证产量同比增长 9 倍  

根据中汽协发布的数据，包括客车和专用车在内，1 月新能源商用车产量 4715 辆，销量 4266 辆，

其中纯电动商用车产销量分别是 4366 辆和 4291 辆，插混商用车产销辆分别是 349 辆和 331 辆，与此对

比，插混商用车在 2017 年 1月只销出了 4 辆。 

图表 16 2017-2018 年历月新能源商用车各动力类型月度产销量（单位：辆）走势 

 

数据来源：中汽协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图表 17 2017-2018 年历月新能源商用车各动力类型月度销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市场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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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国内新能源客车累计生产 105214辆，同比 2016年减少 22.2%。2016年底的市场提前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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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其中纯电动客车在 11、12 月份产出 54304 辆，占比纯电动客车总量的 61%，插电式客车产量在

11、12 月份产出累计达 6677 辆，占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年度总产量的 41%。 

2018 年 1月，国内新能源客车产量 2752辆，2017年 1 月和 12 月这一数据分别是 228 和 40154。

其中纯电动客车产量 2487 辆，占比逾 90%，插混客车产量 264 辆，燃料电池客车产出 1 辆，系南京金

龙所出。 

从车身区间看，1 月以 10M-12M的产量为最高，1856 辆，市场占比 67.44%，其次是 8M-10M 客

车，产量 868 辆，市场占比 31.58%。10M-12M 新能源客车产量中，以宇通客车为最高，1 月产出 795

辆，占比 42.83%，其次是厦门金旅，产出 221 辆，占比 11.9%。8-10M 客车以北京汽车产出为最高，

318 辆占比 36.63%。 

2017年新能源客车全年产出也是以 10-12米车型为主，累计产量 63475 台，占比高达 60%；其次，

8-10 米车型产量为 38018 辆，占比 36%；6-8 米车型产量为 3190 辆，占比 3%，6 米以下及 12 米以上

的其他区间车型共计生产 531 台，占比 1%。 

图表 18 2018 年 1 月国内各动力类型新能源客车产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图表 19 2018 年 1 月国内新能源客车各类车长区间车型产量（单位：辆）结构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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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企表现 

2017年全年，包含纯电、插电式和燃料电池在内，宇通客车以 24722 的累计产量排在第一，市场份

额 23.5%，比亚迪以 8688 的累计产量排第二，市场份额 8.26%，中通客车的市场份额为 7.77%，全年累

计产量 8180辆。 

1 月宇通客车以 935 辆的新能源客车产量位居第一，是位居第二的北京汽车产量 318 辆的近 3 倍，

当月市场份额达 33.98%，其中纯电动客车产出 875辆，插混客车产出 60 辆。2017年郑州宇通生产新能

源客车累计 2.47 万辆，占国内年度新能源客车总量的 23.5%，保持绝对优势地位，是 101 家新能源客车

企业中唯一一家累计产量过万辆的企业。 

图表 20 2018 年 1 月车企客车产量（单位：辆）排名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图表 21 2018 年 1 月新能源客车车企产量（单位：辆）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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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插混客车产量高于纯电动车型，分别为 118 辆和 90 辆。 

图表 22  2014-2017 年新能源客车动力类型结构演化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图表 23 2018 年 1 月新能源客车车企各类 新能源车型产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新能源专用车：开年即达去年年中产量水平 

 市场走势 

2017年，国内新能源专用车总产量超过 15.4 万辆，比 2016 年的 5.9 万辆增长了 161.96%，增幅是

2016年的 6倍多，其中拉动增长的主要就是主要用于道路商品运输的新能源专用车。 

2018年 1 月份，含货车、环卫车、其他专用车在内的新能源专用车产量为 3330 辆，2017年 1 月和

12月这一数字分别是 313辆和 58582辆。今年 1月虽然较去年最后一月下滑明显，但是与去年开年相比，

市场突破不少，逾 3000 的产量是去年 6 月份的市场水平。 

0% 

20% 

40% 

60% 

80% 

100% 

2014 2015 2016 2017 

纯电动客车 插混客车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纯电动客车 插混客车 燃料电池客车 



 2018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行业月报                                              第一电动研究院  

16 

 

图表 24 2017 年-2018 年新能源专用车月度产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当前，我国新能源专用车还是主要应用于货物运输的物流产业，国内新能源专用车产品品类结构方面，

货车是主体，2017 年全年总产量为 13772辆，全年合计产量则占到了全行业的 89%之重，2017 年环卫

用车产量占比只有 1.6%，其他各类专用车合计产量占比不到 10%。2018 年 1 月份货车的产量占专用车

的 92.91%，产出 3094 辆。 

图表 25 2018 年 1 月新能源专用车各类用途车型产量（单位：辆）结构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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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能源物流车能否在产品性能改善和运营模式上有效创新，值得拭目以待。 

 车企表现 

专用车车企表现方面，1 月份有 7 家车企新能源专用车产量超过百辆，产量最高的是国宏汽车，811

辆，全部为纯电动货车；排在第二位的是福建龙马，产出 638 辆，也全部是纯电动货车。去年的年度冠军

东风汽车 1 月份只有 78辆的产量。 

2017 全年，共有 72 家企业有纯电动物流车产出。其中累计产量超过 1000 辆的有 20 家，累计市场

份额 85.7%，其余 52 家累计市场份额只有 14.3%，不少企业全年产量只有个位数，整个纯电动物流车企

业市场处于小而散的状态。2018 年 1月有 17 家车企的新能源专用车产量为 1。 

图表 26 2018 年 1 月新能源专用车车企产量（单位：辆）排名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表格 3   2015-2017 年新能源专用车产量 TOP10 车企 

排

序 
2015年 产量(辆) 2016年 产量(辆) 2017 产量(辆) 

1 东风汽车 6646 东风汽车 13751 东风汽车 28039 

2 重庆瑞驰 4726 成都大运 5718 新楚风汽车 13872 

3 重庆力帆 3600 北京汽车 5146 陕西通家汽车 11612 

4 国宏汽车泓锋泰 3385 上汽大通 2943 成都大运 7706 

5 北京汽车 2917 重庆瑞驰 2582 中通客车 6606 

6 福建新龙马 2314 河北长安 1673 重庆瑞驰 6530 

7 江苏奥新达福迪 2176 山东昊宇超雷 1664 南京金龙 6236 

8 天津清源 1790 芜湖宝骐劲骐 1365 奇瑞汽车 5441 

0 河北御捷 1113 国宏汽车泓锋泰 1102 太行成功 5212 

10 芜湖宝骐劲骐 1016 山东凯马 593 吉利四川商用车 4317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表：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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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场 

在全年最后一期月报发布时，全球年度总结尚未出炉，我们曾预告将在 2018 年 1 月份的月报中对

2017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进行年度分析解读，如约而至。 

 2017 年总结 

2017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销量达到 122.3 万辆，较 2016 年大幅成长

58%，在整个汽车市场中的份额突破 1%，中国、美国、挪威、德国与法国成为前五大销售国。 

图表 27 2017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区域市场表现 

 

数据来源：EVSALES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第一大市场中国市场的年度表现我们已出品系列研究年报，此处不再展开，也可从《2017年 12月新

能源汽车行业月报》中了解。 

第二大市场美国：因石油价格下滑、市场车型推陈出新等因素，在特斯拉、日产、通用汽车及丰田皆

推出全新车型或小改款电动汽车的刺激下，美国新能源（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销量几近 20

万辆，年比增长 26%，市场份额也被推升至 1.2%，首次突破重要关口 1%。 

第三大市场挪威：挪威电动汽车市占率更是全球最高。投放市场的新车里，电动汽车占挪威 2017 年

新车销售总量 52%，相较 2016 年的 40%颇有成长。2017 年，挪威新能源（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

乘用车销量达到历史新高 62170 辆，市场份额高达 39%。到 2018年底，预计会站上 50%。 

第四大市场德国：对是否禁止柴油车的讨论促进了德国电动汽车的销售。2017 年，德国新能源（纯

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销量创历史新高，达到 53562 辆，市场份额达到创纪录水平 1.6%，比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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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动力）乘用车销量提升至超过 36000 万辆，同比增长 26%，市场份额达到 1.7%，高于 2016 年的 1.4%。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纯电动汽车，二者增速分别为 60%和 15%，这使插电式混合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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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的销售占比达到了 32%，远超 2016 年水平 25%。 

车型年度表现方面，全球畅销车型排行榜单中，北汽 EC 系列微型电动车在 2017 下半年势如破竹，

销量连创新高，击败特斯拉 Model S，以新的年度销售纪录 78079 辆首次登上冠军宝座。铜牌获得者是

丰田普锐斯 PHEV，凭借 50830 辆的成绩赢得了最高领奖台的最后一个席位，重现了 2013 年的辉煌。 

2016 年的冠军日产聆风在 2017 年滑落到第四，归因于新一代车型在各国的交付期比预期的时间更

长。新进入前十名榜单的车型有比亚迪宋 PHEV 和通用雪佛兰 Bolt，后者经历了漫长的生产爬坡之后终于

显出实力，预计在 2018 年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车型。 

表格 4 2017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排行 

排名 车型 2017 年销量（辆） 市场占比（%） 2016 年排名 

1 北汽 EC系列 78079 6 42 

2 特斯拉Model S 54715 4 2 

3 丰田普锐斯 Prime / PHV 50830 4 64 

4 日产聆风 47195 4 1 

5 特斯拉Model X 46535 4 7 

6 知豆 D2 42342 3 32 

7 雷诺 Zoe 31932 3 8 

8 宝马 i3 31410 3 6 

9 比亚迪宋 PHEV 30920 3 N/A 

10 通用雪佛兰 Bolt 27982 2 93 

11 奇瑞 eQ 27444 2 15 

12 通用雪佛兰 Volt 26291 2 4 

13 江淮 iEV7S/E 25745 2 53 

14 三菱欧蓝德 PHEV 25571 2 5 

15 比亚迪 e5 23632 2 17 

16 吉利帝豪 EV 23324 2 13 

17 比亚迪秦 PHEV 20791 2 9 

18 宝马 330e 19815 2 24 

19 上汽荣威 eRX5 PHEV 19510 2 N/A 

20 现代 Ioniq   Electric 17241 1 45 

 
其它车型 552799 45 

 

 
总计 1224103 

  

数据来源：EVSALES 

车企表现方面，从各个车企旗下新能源乘用车的加总销量看， 2017 年全年车企销售冠军仍然属于比

亚迪，共销售 10.9 万辆，连续第三年获此殊荣，北汽新能源销售 103199 辆，位居第二位，特斯拉交付

103122 辆，排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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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5 2017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车企销量排行 

排名 车企 2017 年销量（辆） 市场占比（%） 2016 年排名 

1 比亚迪 109485 9 1 

2 北汽新能源 103199 8 5 

3 特斯拉 103122 8 2 

4 宝马 97057 8 3 

5 通用雪佛兰 54308 4 8 

6 日产汽车 51962 4 4 

7 丰田汽车 50883 4 30 

8 上汽荣威 44661 4 15 

9 大众汽车 43115 4 6 

10 知豆 42484 3 14 

11 雷诺 40598 3 10 

12 众泰 36862 3 7 

13 奇瑞 36444 3 12 

14 江铃 29951 2 19 

15 长安 29822 2 28 

16 梅赛德斯奔驰 29800 2 13 

17 江淮 28659 2 16 

18 三菱汽车 26634 2 9 

19 吉利 24866 2 17 

20 现代汽车 23456 2 24 

数据来源：EVSALES 

宝马坐拥强大多样的插电式车型阵容，成为德国制造商的领军者，2017 年销量排名第四，达到 97057

辆。雪佛兰在 2017 年的表现最为出色，2017 年交付量提高到 54308 辆，从 2016 年的第八名升至第五

名。日产汽车仅排名第六，而丰田则跃升至第七名，为 2014 年以来的最佳表现。上汽荣威也有理由微笑，

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第八名。 

在第 11名到第 20 名的榜单中，还有另外 6 个中国品牌，因此，前 20 名中中国军团的占了大半江山。

长安汽车的表现是最突出，从 2016 年的第 28名升到第 15名。 

现代汽车也首次进入前 20名，三菱汽车销售同比下降 17%，仅为 26634 万辆，这是自 2013 年以来

表现最差的一年，而排名也沦落到 2009年的最低位置第 18位. 

 2018 年市场 

2018年开局之月，全球市场新能源汽车实现注册量 82035辆，同比增长了 94%，其中中国市场 3.5

万余辆的销量是全球市场的主要支撑。预计 2018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有望突破 200 万辆，在整个汽

车市场中的份额可能超过 2%。 

销量冠军是北汽 EC180，遥遥领先于排在第二位的日产聆风，不过二代日产聆风已经在北美市场和欧

洲市场布下了经销网络，加上 EC180 受中国补贴政策退坡的影响销量増势可能减缓，未来日产聆风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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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业绩超过北汽EC180不是没有可能。进入销量TOP 10的中国新能源乘用车还有另外三款，江淮 IEV6/7S

和比亚迪旗下的插混车型秦和宋。 

特斯拉系列产品没有出现在销量 TOP10 排行帮上，一则是 1 月是国际市场的非高峰月，二则是

Model3的产量尚未突破。另外，雷诺 Zoe和雪佛兰 Bolt也未现身这一榜单。最大的惊喜是现代的 IONIQ

进入第 10 位，单月全球销量 2221 辆，韩国汽车集团今年在国际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上的表现值得期待。 

图表 28 2018 年 1 月全球销量（单位：辆）TOP 10 车型 

 

数据来源：EVSALES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车企表现方面，1 月份月度全球销量排在前三的依次是北汽新能源、比亚迪和宝马，市场份额依次为

10.6%、9.1%和 8.7%。预计这三家车企在 2018 年的排位会发生有趣的竞赛。日产排在第 7 位，但如前

所述，随着聆风二代在全球销售的铺展，未来日产的排位将会快速向前。江淮超越丰田和雪佛兰，应该也

是阶段现象。 

图表 29 2018 年 1 月新能源车企全球累计销量（单位：辆）及市场格局 

 

数据来源：EVSALES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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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个区域市场的情况，本月刊谨整理发布已公布历月数据的区域市场情况，更多的详细解读敬请

关注第一电动网后续的相关分析报道。 

 美国 

表格 6 2018 年 1 月美国新能源乘用车车型销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Inside EVs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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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   2018 年 1 月德国新能源乘用车车型销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EVSALES  

 挪威 

表格 8  2018 年 1 月挪威新能源乘用车车型销量（单位：辆） 
 

Pl Norway January YTD % 

1 BMW i3 614 614 17 

2 VW e-Golf 514 514 14 

3 Renault Zoe 334 334 9 

4 Hyundai Ioniq BEV 170 170 5 

5 BMW 225xe Active Tourer 154 154 4 

6 Volvo S/V90 PHEV 145 145 4 

7 VW Passat GTE 141 141 4 

8 Volvo XC60 PHEV 135 135 4 

9 Kia Soul EV 119 119 3 

10 VW Golf GTE 115 115 3 

11 Tesla Model S 110 110 3 

12 Tesla Model X 105 105 3 

12 Mitsu. Outlander PHEV 105 105 3 

14 Kia Niro PHEV 103 103 3 

15 Kia Optima PHEV 63 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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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 Norway January YTD % 

16 Audi A3 e-Tron 62 62 2 

16 Mercedes GLC350e 62 62 2 

18 Mini Countryman PHEV 61 61 2 

19 Volvo V60 PHEV 58 58 2 

20 Volvo XC90 PHEV 57 57 2 

     

 TOTAL 3691 3691 100 

数据来源：: Ofvas and Elbil 

 

 法国 

表格 9 2018 年 1 月法国新能源乘用车车型销量（单位：辆） 

  

数据来源：EVSALES  

【关键零部件】 

动力电池：装机量同比增 6 倍，三元材料超磷酸铁锂 

 装机量及结构 

根据第一电动研究院的统计测算，2018年 1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1.304GWh，

同比大增 648%（去年同期 176.1MWh）。一方面是由于 2017 年 1 月动力电池装机市场的低迷（与 2016

年 1 月的 577.6MWh 相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 2018 年的补贴政策并未在去年底出台，就意味着 1 月有

可能按照既定政策执行，一些企业 1月份基本维持了正常生产。两个因素相结合，导致今年 1 月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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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及对应的锂电装机量同比暴增。 

具体到车型领域，其中乘用车装机量 0.69GWh、客车装机量 0.455GWh、专用车装机量 0.158GWh，

占比分别为 53%、35%和 12%。细分到动力类型领域看，纯电动乘用车和纯电动客车的电池搭载量相当，

市场份额分别为 37.77%和 34.01%，纯电动专用车和插混乘用车的电池搭载量相当。 

纯电动乘用车 80%的采用了三元材料电池，20%的采用了磷酸铁锂电池，插混乘用车则全部加装的是

三元材料电池；纯电动客车 85%的采用磷酸铁锂电池，而插混客车超过 90%的采用锰酸锂电池；纯电动

专用车也以搭载三元材料电池为主，比重超过 80%。 

图表 30 2018 年 1 月动力电池在各类用车中的搭载量（单位：KWh）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图表 31 2018 年 1 月各类新能源汽车的不同车动力电池搭载量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电池类型及结构 

从不同电池类型来看，1 月三元材料电池以 0.72GWh 的装机量占比 55.13%，超越磷酸铁锂电池，

主要受乘用车和纯电动专用车市场的拉动，其中纯电动乘用车的装机占了三元材料电池总出货量的一半多。

磷酸铁锂电池 1 月主要用于纯电动客车和纯电动乘用车装机，其中纯电动客车的装机量占比超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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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 2018 年 1 月各类动力电池出货量（单位：KWh）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图表 33 2018 年 1 月各类型动力电池在不同车品类中的搭载量及结构份额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2018年 4 月开始“双积分管理办法”将开始试行，加之今年的补贴新政，二者合力，引领国内新能

源汽车行业走高能量密度、高续航里程的技术发展路线，高能量密度的三元路线在新能源汽车尤其是新能

源乘用车中的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高，三元材料电池板块未来会继续放量。现阶段国内三元电池仍然使用

NCM523 为主，随着乘用车品质改善，续驶里程不断提升，未来 NCM622 甚至 NCM811/NCA 等高镍

电池产品将成为市场主流。 

 企业供应格局 

从各电池厂商的出货量来看，1月份宁德时代的凭借在乘用车电池总装机市场中 45%的装机份额、在

客车电池总装机市场的 69.57%的装机份额， 1 月实现 0.64GWh 的出货量，是月度出货量第二位的国轩

高科的 5倍，占 1月动力电池总出货量的半壁江山，轻松取得月度出货量冠军。 

国轩高科 0.128GWh 的出货量排在第二，主要用于新能源乘用车，车型领域供货量占企业当月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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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量的 52.71%，供货新能源客车的比例为 30.12%，另有 17.17%的出货量用于专用车。比亚迪 1 月动力

电池出货量排在第三，总量与国轩高科相当，为 0.121GWh，惠州比亚迪的产品供应新能源乘用车市场，

深圳比亚迪的产品供应新能源客车。 

这三家动力电池企业 1 月的出货量占了相关市场的 68.3%，自 2017 年以来动力电池的市场集中度逐

渐提升，2018年包括鼓励高能量密度、整车补贴退坡等政策，将对动力电池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成本价格

优势带来调整，一些中小企业的生存压力会进一步增加，电池行业的集中度也会进一步提升，强者恒强。 

说明：下表中企业“江苏智航&力神动力”出货的动力电池系用于国宏汽车的新能源专用车产品，改

专用车配套两家单体供应商的电池，但每家企业配套多少我们并不清楚，所以无法加以分离。 

图表 34 2018 年 1 月动力电池单体供应商出货量（单位：GWh）排名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图表 35 2018 年 1 月动力电池单体供应商出货量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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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 宁德时代 1 月份动力电池供应结构 

新能源乘用车 新能源客车 新能源专用车 

车企 供货量（KWh） 车企 供货量（KWh） 车企 供货量（KWh） 

北汽新能源 73473.7 宇通客车 183999.7 吉利四川商用车 2994．0 

上汽乘用车 58648.4 厦门金旅 58880.6 福建龙马 1654.4 

长安汽车 57979.5 中车时代 37600.0 北汽福田 399.4 

上汽通用五菱 33584.6 中通客车 12340.4 南京金龙 190.6 

广汽乘用车 29101.3 苏州金龙 8460.0 宇通重工 81.1 

吉利汽车 26334.6 长江汽车 6600.0 厦门金旅 46.0 

华晨宝马 14727.3 苏州金龙 3962.0 南京金龙 36.9 

奇瑞汽车 12936.0 北汽福田 2000.0     

东风汽车 4802.0 南京金龙 1564.2     

长城汽车 3514.2 珠海广通 294.9     

  浙江中车 104.7     

    南京金龙 62.2     

合计/占比注 315101.6/49.51% 合计/占比 315914.7/49.64% 合计/占比 5402.37/0.85% 

注：各车型领域的装机量占宁德时代当月总出货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表：第一电动研究院 

表格 11 国轩高科 1 月份动力电池供应结构 

新能源乘用车 新能源客车 新能源专用车 

车企 供货量（KWh） 车企 供货量（KWh） 车企 供货量（KWh） 

江淮汽车 54562.5 安凯客车 34255.87 上汽商用车 21840 

北汽新能源 12749.5 珠海广通 3897.6 南京金龙 77.4 

汉腾汽车 13.1 南京金龙 316.8 洛阳中集凌宇汽车 49.46 

        南京金龙 46.08 

合计/占比注 67325.1/52.68% 合计/占比 38470.27/30.1% 合计/占比 22012.94/17.22% 

注：各车型领域的装机量占国轩高科当月总出货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表：第一电动研究院 

驱动电机 

 市场走势 

永磁同步电机是国内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的主流，1月份永磁同步电机出货量 38460 台，占 88%，

交流异步电机出货量 5411 台。 

1 月份 86.44%的永磁同步电机用于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搭载于客车和专用车的量相当，分别为 2795

台和 2419 台，占比分别是 7.27%和 6.29%。交流异步电机 82.79%的用于新能源乘用车市场，16.84%的

用于专用车市场，新能源客车由于本身产量与乘用车和专用车相比有量级的差别，所以导致电机搭载比重

显示很低。 

仅从供应量市场考量，驱动电机市场与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市场基本呈比例关系，因为多数汽车搭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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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驱动电机，少量搭载 2 台。 

图表 36 2018 年 1 月驱动电机出货量（单位：台）及在各领域的应用分布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企业供应格局 

电机供应商出货量方面，1月份比亚迪依托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而位居出货量第一，11188台的出货量

占当月电机总出货量的 25.5%，北汽新能源和联合汽车电子的电机供应也是依托乘用车市场而位居前列，

两家企业的市场份额分别为 15.73%和 11.3%。 

图表 37 2018 年 1 月电机供应商出货量（单位：台）TOP 10 企业 

 

数据来源：工信部 分析制图：第一电动研究院 

从车型领域看，新能源乘用车领域的电机供应量三强依次是比亚迪（11188台）、北汽新能源（6899

台）、联合汽车电子（4959 台），三家在乘用车驱动电机月度装机市场中的份额依次是 29.64%、18.29和

13.14%，三家合计 61.07%。比亚迪和北汽新能源的驱动电机专供本企业集团的新能源乘用车，而联合汽

车电子的用户是上汽乘用车的乘用车和陕西通家的乘用车，1月为后者的新能源乘用车提供 6 台驱动电机。 

新能源客车领域的电机供应三强依次是宇通（935台）、北汽福田（509 台）和珠海银隆电器（165

台），三家的市场份额依次是 33.21%、18.08 和 5.86%，合计 57.16%。其中宇通主要供应自家客车，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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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福田面向北京汽车和北汽福田的客车供应，前者占比 62.5%，珠海银隆电器是珠海广通新能源客车的电

机供应商。 

新能源专用车的三强依次是广东合普动力科技（813台）、无锡华宸（643 台）和荆州新动力（333

台），三家的市场份额依次是 24.41%、19.31%和 10%，合计 53.72%。广东合普是国宏汽车和东风汽车

的专用车的电机供应商，不过 1 月只为东风汽车提供 1 台电机；无锡华宸是舒驰客车和一汽客车(大连)的

专用车产品的电机供应商，荆州新动力唉 1 月则唯一供应陕西通家新能源专用车。 

技术研判 

【燃料电池】 

从氢的获取和储运看，燃料电池离我们有多远？  

氢燃料电池上游包含电池组件和氢能两大类，氢燃料电池的开发离不开制氢和氢的储运，从燃料电池

的“基础材料”——氢能的获得角度看，其产业链可分为三大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很高的技术壁垒和技术

难点，目前上游的电解水制氢技术、中游的化学储氢技术和下游的燃料电池在车辆和分布式发电中的应用

被广泛看好。 

 
图 1 氢能产业链 

一、 上游制氢 

1. 常用的制氢技术路线 

制氢方法是将存在于天然或合成的化合物中的氢元素，通过化学的过程转化为氢气的方法。根据氢气

的原料不同，氢气的制备方法可以分为非再生制氢和可再生制氢，前者的原料是化石燃料，后者的原料是

水或可再生物质。 

制备氢气的方法目前较为成熟，从多种能源来源中都可以制备氢气，每种技术的成本及环保属性都不

相同。主要分为五种技术路线：工业尾气副产氢、电解水制氢、化工原料制氢、石化资源制氢和新型制氢

方法等。 

 
图 2 常用制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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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解水制氢，在由电极、电解质与隔膜组成的电解槽中，在电解质水溶液中通入电流，水电解后，在

阴极产生氢气，在阳极产生氧气。 

化石原料制氢，化石原料目前主要指天然气、石油和煤，其他还有页岩气和可燃冰等。天然气、页岩

气和可燃冰的主要成分是甲烷。甲烷水蒸气重整制氢是目前采用最多的制氢技术。煤气化制氢是以煤在蒸

汽条件下气化产生含氢和一氧化碳的合成气，合成气经变换和分离制得氢。由于石油量少，现在很少用石

油重整制氢。 

化合物高温热分解制氢，甲醇裂解制氢、氨分解制氢等都属于含氢化合物高温热分解制氢含氢化合物

由一次能源制得。 

工业尾气制氢，合成氨生产尾气制氢、石油炼厂回收富氢气体制氢、氯碱厂回收副产氢制氢、焦炉煤

气中氢的回收利用等。 

新型制氢方法，包括生物质制氢、光化学制氢、热化学制氢等技术。生物质制氢指生物质通过气化和

微生物催化脱氢方法制氢，在生理代谢过程中产生分子氢过程的统称。光化学制氢是将太阳辐射能转化为

氢的化学自由能，通称太阳能制氢。热化学制氢指在水系统中，不同温度下，经历一系列化学反应，将水

分解成氢气和氧气，不消耗制氢过沉重添加的元素或化合物，可与高温核反应堆或太阳能提供的温度水平

匹配。 

2. 主流制氢源自于传统能源的化学重整 

全球来看，目前主要的制氢原料 96%以上来源于传统能源的化学重整（48%来自天然气重整、30%

来自醇类重整，18%来自焦炉煤气），4%左右来源于电解水。日本盐水电解的产能占所有制氢产能的 63%，

此外产能占比较高的还包括天然气改制（8%）、乙烯制氢（7%）、焦炉煤气制氢（6%）和甲醇改质（6%）

等。 

 
图 3 全球制氢主要来源（左）、日本制氢主要来源（右） 

3. 煤制氢加碳捕捉将成为主流制氢路线 

对比几种主要制氢技术的成本，煤气化制氢的成本最低，为 1.67 美元每千克，其次是天然气制氢 2.00

美元每千克，甲醇裂解 3.99美元每千克，成本最高的是水电解，达到 5.20 美元每千克。相对于石油售价，

煤气化和天然气重整已有利润空间，而电解水制氢成本仍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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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要制氢成本对比（美元） 

中国煤炭资源丰富且相对廉价，故将来煤制氢很有可能成为中国规模化制氢的主要途径。但煤制氢工

艺过程二氧化碳排放水平高，所以需要引入二氧化碳捕捉技术(CCS)，以降低碳排放。目前二氧化碳捕捉

技术主要应用于火电和化工生产中，其工艺过程涉及三个步骤：二氧化碳的捕捉和分离，二氧化碳的输送，

以及二氧化碳的封存。 

4. 光解水制氢技术看似理想实则困难重重 

光解水制氢是一种理想的制氢技术。它的原理是直接利用太阳能，在光催化剂的协助下，将水分解产

生氢气。这种方法直接利用一次能源，没有能源转换所产生的浪费，理论上简单高效。 

光解水制氢技术始自 1972年，由日本东京大学 Fujishima A和Honda K两位教授首次报告发现 TiO2

单晶电极光催化分解水从而产生氢气这一现象，从而揭示了利用太阳能直接分解水制氢的可能性，开辟了

利用太阳能光解水制氢的研究道路。随着电极电解水向半导体光催化分解水制氢的多相光催化的演变和

TiO2 以外的光催化剂的相继发现，兴起了以光催化方法分解水制氢（简称光解水）的研究，并在光催化

剂的合成、改性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然而，这种制氢方法面临的技术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制氢效率低（不到 4%）是最主要的问题，所以

它离实际应用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光催化材料的带隙与可见光能量匹配，光催化材料的能带位置与反应物

电极电位匹配，降低光生电子-空穴的复合率是克服这一困难的三大待攻克技术难关。 

5. 随着电价下降，将有利于电解水制氢技术发展 

电解水制氢成本主要来源于固定资产投资、电和固定生产运维这四项开支，其中电价高是造成电解水

成本高的主要原因，电价占其总成本的 78%。因而电价的下降必将带来氢气成本的大幅下降。同时技术发

展、规模化效应，都会使氢气成本下降。 

表 1 电解水制氢成本构成 

 2011 2015 2020（预测） 

固定资产投资 0.6 0.5 0.4 

电价 3.2 2.3 1.4 

固定生产运维 0.2 0.1 0.1 

其他 0.1 0.1 0.1 

Total 4.1 3.2 2 

资料来源：DOE 

虽然目前水电解制氢成本远高于石化燃料，而煤气化制氢和天然气重整制氢相对于石油售价已经存在

利润空间。但是用化石燃料制取氢气不可持续，不能解决能源和环境的根本矛盾。并且碳排放量高，煤气

化制氢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 193kg/GJ，天然气重整制氢也有 69 kg/GJ，对环境不友好。而电解水制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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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和低污染的，这种方法的二氧化碳排放最高不超过 30 kg/GJ，远低于煤气化制氢和天然气重整制

氢。 

表 2 典型制氢工艺中各类能源转换效率与 CO₂排放 

制氢工艺 原料 能源 能量密度 

（MW/km²） 

能量转化率 

（%） 

CO₂排放量 

（kg/GJ) 

重整 烃类 天然气 750 76 69 

煤化物 
煤炭 煤炭 750 59 193 

生物质 太阳能 120 0.24 25 

电解 水 

核能 500 28 17 

水力 5 70 15 

潮汐 1 70 20 

风能 4 70 18 

太阳能 120 10.5 27 

光催化 水 太阳能 120 4 27 

热化学循环 水 核能 500 50 28 

我国可再生能源丰富，每年弃水弃风的电量都可以用于电解水。我国拥有水电资源 3.78 亿 kw，年发

电量达到 2800 亿 kwh。水电由于丰水器和调峰需要，产生了大量的弃水电能。我国风力资源也非常丰富，

可利用风能约 2.53亿 kwh，相当于水力资源的 2/3。但风电由于其不稳定的特性，较难上网，因此每年

弃风限电的电量规模庞大。如果将这部分能源充分利用起来，有利于电解水制氢的发展。 

二、 中游储运 

氢的高密度储存一直是一个世界级难题。其存储有以下方式：低温液态储氢、高压气态储氢、固态储

氢和有机液态储氢等，这几种储氢方式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氢输运又分为气氢输送、液氢输送和固氢输

送。 

 
图 5 典型储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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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温液态储氢不经济 

液态氢的密度是气体氢的 845 倍。液态氢的体积能量密度比压缩状态下的氢气高出数倍，如果氢气能

以液态形式存在，那它替换传统能源将水到渠成，储运简单安全体积占比小。但事实上，要把气态的氢变

成液态的并不容易，液化 1kg的氢气需要耗电 4-10kWh，液氢的存储也需要耐超低温和保持超低温的特

殊容器，储存容器需要抗冻、抗压以及必须严格绝热。所以这种方法极不经济，仅适用于不太计较成本问

题且短时间内需迅速耗氢的航天航空领域。 

2. 高压气态储氢产业应用最为成熟，致命缺点是体积比容量小 

高压气态储氢是目前最常用并且发展比较成熟的储氢技术，其储存方式是采用高压将氢气压缩到一个

耐高压的容器里。目前所使用的容器是钢瓶，它的优点是结构简单、压缩氢气制备能耗低、充装和排放速

度快。但是存在泄露爆炸隐患，安全性能较差。 

该技术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体积比容量低，DOE的目标体积储氢容量 70g/L，而钢瓶目前所能达

到最高的体积比容量也仅有25g/L。而且要达能耐受高压并保证安全性，现在国际上主要采用碳纤维钢瓶，

碳纤维材料价格非常昂贵，所以它并非是理想的选择，可以作为过渡阶段使用。 

表 3 储氢气瓶分类 

类型 简称 优势 生产商 

钢瓶 I 型 重容比大，安全性差  

纤维环向缠绕钢瓶 II 型 

金属内胆纤维全缠绕

复合材料气瓶 

III 型 重容比小，单位质量

储氢密度高，安全性

相对高 

美国的 Quantum 公司和 Lincoln 

Composites 公司、加拿大的

Dynetek工业公司、法国的

Mahytec 公司 

塑料内胆纤维全缠绕

复合材料气瓶 

IV 型 

3. 固态储氢，储氢密度大，极具发展潜力 

固态储氢方式能有效克服高压气态和低温液态两种储氢方式的不足，且储氢体积密度大、操作容易、

运输方便、成本低、安全等，特别适合于对体积要求较严格的场合，如在燃料电池汽车上的使用，是最具

发展潜力的一种储氢方式。固态储氢就是利用氢气与储氢材料之间发生物理或者化学变化从而转化为固溶

体或者氢化物的形式来进行氢气储存的一种储氢方式。 

储氢材料种类非常多，主要可分为物理吸附储氢和化学氢化物储氢。其中物理吸附储氢又可分为金属

有机框架（MOFs）和纳米结构碳材料，化学氢化物储氢又可分为金属氢化物（包括简单金属氢化物和简

单金属氢化物），非金属氰化物（包括硼氢化物和有机氢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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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固体储氢材料分类 

物理吸附储氢材料是借助气体分子与储氢材料间的较弱的范德华力来进行储氢的一种材料。纳米结构

碳材料包括碳纳米管、富勒稀、纳米碳纤维等，在 77K 下最大可以吸附约 4wt%氢气。金属有机框架材

料(MOFs) 具有较碳纳米材料更高的储氢量，可以达到 4.5wt%，并且 MOFs 的储氢容量与其比表面积大

致呈正比关系。但是，这些物理吸附储氢材料是借助气体分子与储氢材料间的较弱的范德华力来进行储氢，

根据热力学推算其只能在低温下大量吸氢。 

化学氢化物储氢的最大特点是储氢量大，目前所知的就有至少 16 种材料理论储氢量超过 DOE 最终

目标 7.5wt%，有不下 6 种理论储氢量大于 12wt%。并且在这种储氢材料中，氢是以原子状态储存于合金

中，受热效应和速度的制约，输运更加安全。但同时由于这类材料的氢化物过于稳定，热交换比较困难，

加/脱氢只能在较高温度下进行，这是制约氢化物储氢实际应用的主要因素。 

 
图 7 固体储氢材料分类 

目前各种材料基本都处于研究阶段，均存在不同的问题。金属有机框架（MOFs）体系可逆，但操作

温度低；纳米结构材料操作温度低，储氢温度低；金属氢化物体系可逆，但多含重物质元素，储氢容量低；

二元金属氢化物体系可逆，但热力学和热力学性质差；复杂金属氢化物储氢容量高，局部可逆，种类多样；

非金属氢化物储存容量高，温度适宜，但体系不可逆。实现“高效储氢”的技术路线主要是要克服吸放氢

温度的限制。 

4. 有机液体储氢近年来备受关注 

有机液体储氢技术是通过不饱和液体有机物的可逆加氢和脱氢反应来实现储氢。理论上，烯烃、炔烃

以及某些不饱和芳香烃与其相应氢化物，如苯-环己烷、甲基苯-甲基环己烷等可在不破坏碳环主体结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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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加氢和脱氢，并且反应可逆。 

有机液体具有高的质量和体积储氢密度，现常用材料（如环己烷、甲基环己烷、十氢化萘等）均可达

到规定标准；环己烷和甲基环己烷等在常温常压下呈液态，与汽油类似，可用现有管道设备进行储存和运

输，安全方便，并且可以长距离运输；催化加氢和脱氢反应可逆，储氢介质可循环使用；可长期储存，一

定程度上解决能源短缺问题。 

有机液体储氢也存在很多不足：技术操作条件较为苛刻，要求催化加氢和脱氢的装置配置较高，导致

费用较高；脱氢反应需在低压高温非均相条件下，受传热传质和反应平衡极限的限制，脱氢反应效率较低，

且容易发生副反应，使得释放的氢气不纯，而且在高温条件下容易破坏脱氢催化剂的孔结构，导致结焦失

活。 

国内富瑞特装公司的常压有机液态储氢材料目前取得实质性进展，该储氢材料能有效降低脱氢温度，

具有非常优异的技术指标：(1)稳定性好，熔点约-20℃；(2)加氢产物蒸汽压低，具有良好的实用性与安全

性；(3)储氢重量密度 6.0wt%，高于美国能源部 2015 年技术指标；(4)储氢体积密度约每升 60 克，高于

700 大气压下的高压气态储氢密度(约每升 39克)；(5)加氢后的储氢载体熔点低于-50℃，沸点约 310℃，

闪点约 150℃；(6)加、脱氢可逆性好，无副反应发生，脱出氢气纯度达到 99.99%；(7)加、脱氢产物无明

显毒性；(8)加、脱氢过程调控可通过温控和催化剂实现。公司将形成年产 3 万吨液态氢源材料生产能力。 

5. 运输--气态和液态运输最为常见 

按照氢在输运时所处状态的不同，可以分为气氢输送、液氢输送和固氢输送。其中前两者是目前正在

大规模使用的两种方式。根据氢的输送距离、用氢要求及用户的分布情况，气氢可以用管道网络，或通过

高压容器装在车、船等运输工具上进行输送。管道输送一般适用于用量大的场合，而车、船运输则适合于

量小、用户比较分散的场合。液氢、固氢输运方法一般是采用车船输送。 

 
图 8 氢气运输方式 

资料来源：ISI EMIS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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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好的氢经储运后就进的下游应用环节，主要包括加氢站、燃料电池汽车辆、固定式电站、便携式

电子、分布式发电等以及传统石化工业应用，相关内容将在后续燃料电池相关技术研判中展开，敬请期待。 

政策解读 

【补贴政策】 

2018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细节解读 

2 月 12日，新能源汽车主管部门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下

称《通知》），明确 2018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通知》只有 2174 字。解读如下： 

1、过渡期不执行新政策 

原文： 

“本通知从 2018 年 2 月 12 日起实施，2018年 2月 12 日至 2018 年 6 月 11 日为过渡期。过渡期

期间上牌的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按照《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16〕958 号）对应标准的 0.7 倍补贴，新能源货车和专用车

按 0.4 倍补贴，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标准不变。” 

解读： 

行文其实很明确：过渡期内，执行老政策的折扣补贴标准。但有的人理解为，过渡期内，如果能达到

新政策技术要求的，可以直接按新政策的补贴标准。 

征询权威人士明确：过渡期内，车型即便符合了新政策的技术要求，也只能按老政策的折扣标准补贴，

不执行新政策。 

以一辆 250 公里续航纯电动乘用车为例（先不论能量密度和百公里耗电的乘数），在过渡期内销售，

得到的补贴既不是 2017 年的 4.4万，也不是 2018年新标准的 3.4 万，而是 4.4 万*0.7=3.08 万。 

另外，2月 11日之前上牌车辆的补贴标准，也明确得到答复，中央补贴按 2017 年补贴标准。至于地

方补贴，看地方政策。 

 
资料来源：电动汽车观察家 

2、地方购置补贴不违规 

原文： 

“地方应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改善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从 2018年起将新能源汽车地方购

置补贴资金逐渐转为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新能源汽车使用和运营等环节。” 

解读： 

原文的措辞是“逐渐转为”，可见决策者仍认可 2018 年地方设置购置补贴，但在额度和范围上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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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 

春节回来首个工作日，上海市经信委官网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度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

相关操作流程的通知”，其中“补助资金申请”一节，等于再次确认此前《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

汽车实施办法》中 2018 年上海新能源汽车地补的额度：纯电动汽车，按照中央财政补助 1:0.5 给予财政

补助；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乘用车，且发动机排量不大于 1.6 升的，按照中央财政补助 1:0.3 给

予财政补助；燃料电池汽车，按照不超过中央财政补助 1:1 给予财政补助。 

上海之外，虽然还没有城市明确 2018 地方补贴政策，但是基于地方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应用的热

情，地方应当会保留购置补贴。 

3、地方目录难取消 

原文： 

“各地不得采取任何形式的地方保护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设置地方目录或备案、限制补贴资金发放、

对新能源汽车进行重复检验、要求生产企业在本地设厂、要求整车企业采购本地零部件等措施。对经有关

部门认定存在地方保护行为的地方，中央财政将视情节相应扣减充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各地对列入《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应一视同仁执行免限行、免限购、发放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等

支持措施。” 

解读： 

在历年历次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中，防止地方保护的条款都存在。如果以“目录”“备案”为标志，

地方保护可以说持续多年未能破解。此次，新政策再批地方保护，并提出“扣减充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

的惩罚措施，能否真正起作用？ 

恐怕很难。上述惩罚措施其实不是第一次提出。在工信部等五部委 2017 年 9 月 28 日发布的《关于

开展 2016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第二批）清算及充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申报的通知》中也

有类似条款： 

“对于通过制定地方推广目录或要求车辆备案等地方保护政策，设置或变相设置障碍限制采购外地车

辆的，视情节严重程度扣减奖励资金。充电设施奖励资金申报截止期为 2017 年 11 月 30 日。” 

此前的惩罚条款也有，是否曾经有地方政府被认定地方保护，并被扣减了充电奖补资金呢？有人士称，

2016年的充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还没有清算完，如果清算完可能会按程序执行，即对存在地方保护的城

市有所惩罚。 

如果地方保护城市的充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真的被严重扣减，地方保护现象可能会有所收敛。不过，

就目前来看，地方保护现象恐怕还将持续。 

上海 2018 年版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法中，仍要求企业和以前一样对企业和车型进行备

案。在中央新政策发布之后，2 月 22 日，上海发布的《关于 2018年度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

相关操作流程的通知》，虽然只字未提“备案”，但提及上海经信委和推进办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受理厂

商、销售公司及其车型申请。完成申请的相关信息将公布。“相关信息”是否称为目录或者备案，无关要

紧，本质还是有一个车型清单。 

此前上海市经信委解读上海政策时也说，车型除了纳入国家目录，还要“符合本市管理规定”。 

4、运营车辆预拨付补贴比例待明确 

原文 

“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申请财政补贴的运营里程要求调整为 2万公里，车辆销售上牌后将按申请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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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补贴资金，达到运营里程要求后全部拨付，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按照车辆获得行驶证年度执行。” 

解读 

运营车辆运营里程降低，并且上牌后就可以申请拨付部分补贴，比上一版政策，很受车企欢迎。但是，

政策里没有提及“一部分”是多少，比例还需明确后再通知。另外，如果运营车辆多年达不到 2 万公里里

程，可能会有追回拨付部分的补贴资金的政策。 

说明：本文为电动汽车观察家撰写，发布于第一电动网大牛说。 

 

深度解析补贴调整政策影响：销量上看 100 万辆，动力电池需求量超 44GWh 

2 月 13日，财政部发布《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业内期待已久的

补贴调整政策正式落地。 

一、新政变化要点 

政策主要内容符合市场预期，三大亮点值得关注： 

亮点 1：政策可操作性加强，中间环节减少。2017年目录内符合调整后补贴技术条件的车型，可直

接列入新的目录。有关部委将根据新能源汽车技术进步、产业发展、推广应用规模等因素，提前研究发布

2019年和 2020年关键技术指标门槛。 

亮点 2：3 万公里改为 2万公里，并预拨一部分资金，大幅减轻企业资金压力。“对私人购买新能源

乘用车、作业类专用车（含环卫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民航机场场内车辆等申请财政补贴不作运营里

程要求。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申请财政补贴的运营里程要求调整为 2 万公里，车辆销售上牌后将按申请拨

付一部分补贴资金，达到运营里程要求后全部拨付，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按照车辆获得行驶证年度执行。” 

亮点 3：缓冲期时间长于预期，上半年销量有望高速增长。“本通知从 2018 年 2月 12日起实施，

2018年 2月 12日至 2018年 6 月 11 日为过渡期。过渡期期间上牌的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按照《财

政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

〔2016〕958 号）对应标准的 0.7倍补贴，新能源货车和专用车按 0.4 倍补贴，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标准不

变。”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两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改变： 

改变 1、地补将逐渐从购置环节转为运营和使用环节。各地对列入《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新

能源汽车产品应一视同仁执行免限行、免限购、发放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等支持措施。地方应不断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和改善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从 2018 年起将新能源汽车地方购置补贴资金逐渐转为支持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新能源汽车使用和运营等环节。 

改变 2、落实生产者责任，提高生产销售服务管理水平。对由于产品质量引起安全事故的车型，视事

故性质、严重程度等给予暂停车型推荐目录、暂停企业补贴资格等处罚，并扣减该车型补贴资金。 

二、新政对产业的影响 

1、乘用车：全面细化，高续航里程经济性大幅提升 

对比 2018 年乘用车补贴调整方案，最大的几个改变是： 

1）补贴金额按照续航里程划分为 5个档次，更为精细化，也更为合理； 

2）取消了 100-150 公里补贴区间，增加了 250以上区间，车型的高端化趋势相当明显； 

3）能量密度要求从 90wh/kg 提升至 105wh/kg，而 105-120 wh/kg 也只能拿到 0.6x 补贴，实际

中应该到 120 以上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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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插电混受影响最小。 

表 1：2017-2018 年纯电动乘用车补贴方案对比(单位：万元/倍) 

 
资料来源：财政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按照新补贴标准将 2017 年的畅销车型进行分析，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A00 和低能量密度车型将成为缓冲期销售主力：续航里程 150-200 公里的 A00 车型，以及能量密度

在 120wh/kg以下的车型，缓冲期内能够拿到相对较高的补贴。而其它高端车型在缓冲期内补贴反而会比

18 年正式补贴下降。所以前面两种车型将会成为销售主力，而在缓冲期结束后高续航车型将会集中爆发。 

250 公里续航成为分界线，能量密度影响更为明显：小于 250 公里则补贴会大幅下降，大于 250 公

里补贴会相对持平甚至可能增长。低档补贴与高档补贴拉开明显差距，如果能量密度不能达到中档补贴或

以上，则对于车企来说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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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主流乘用车补贴变动情景测算 

 
注：能量密度根据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目录数据测算 

资料来源：财政部，工信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2、客车：化繁为简，缓冲期意义更为明显 

客车领域和乘用车领域最大的不同是其“化繁为简”，将能量密度要求从过去的 3 档改为 1 档。而补

贴额度也是直接打 6 折。这是因为客车技术相对发展成熟，市场也较为稳定，政策只需要通过补贴下降和

技术要求提升来倒逼其技术进步即可。在缓冲期内，客车对比正式退坡后还有 10%以上的补贴优势，预计

将对缓冲期内的销量带来明显拉动。 

表 3：2017-2018 年非快充类纯电动客车补贴方案对比(单位：万元/倍) 

 
资料来源：财政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3、专用车：需求将会来自于其他方面 

以物流车为主的专用车，在补贴政策上一直受到特殊对待，这次补贴调整政策也不例外。2018 年正

式补贴将下滑 35%-43%，而缓冲期内补贴直接打 4折。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缓冲期内补贴力度反而低于正

式退坡后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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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补贴力度分析来看，无论是缓冲期内，还是正式退坡后的补贴，实际上都无法覆盖电池成本（当前

约 1100-1200元/kwh）。但物流车的需求实际上已经来自于各地路权政策的推动，而受成本影响正在减

轻，因此我们继续看好物流车的表现。  

表 4：2017-2018 年新能源货车、专用车补贴方案对比(单位：万元/倍) 

 
资料来源：财政部，天风证券研究所 

三、车企应对新政预判 

2 月 2 日，工信部发布 2018年第一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本次目录包含新车型

118 款，乘用车、客车、专用车车型数量分别为 34、55 和 29 款。根据对今年第一批目录的分析，可以

很清晰地看到车企为了应对补贴调整政策作出了哪些努力。 

乘用车：200 公里以下车型几乎消失，能量密度大幅提升 

2017年的《目录》中，续航里程为 150-199 公里的乘用车占比就有逐渐下降的趋势，而本目录中续

航里程低于 200公里的乘用车型只有 1款，占比从 2017 年的 48%下降到了 4%。这与此前市场预计的新

政策将重点减少对低续航里程的 A00 小车的补贴相吻合。 

能量密度方面，乘用车有 88%的车型能量密度达到了 120Wh/kg以上，对比 2017 年提升了接近 30

个百分点。 

 
1.5.2. 商用车：能量提升速度快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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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商用车来看，能量密度进步的速度更快。客车的能量密度提升最为显著，所有车型能量密度均在

120Wh/kg 以上，其中能量密度超过 140Wh/kg的达到了 46 款，包括两款锰酸锂客车。相比于客车和乘

用车，专用车能量密度提升幅度相对较小。但 115Wh/kg 以下的也仅有一款，其余车型能量密度也在主

要在 115Wh/kg-140Wh/kg 的区间内。 

 
四、市场预测 

根据上述对于补贴调整政策的分析，我们认为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态度相当：继续支持，但一

定要走高端化的道路。在补贴影响可控的情况下，我们继续坚持 2018 年 100 万辆以上的预测，动力电池

需求量超过 44GWh（算是更新和库存，总需求会超过 50GWh），同比增长约 40%。 

对于后续的行业走势，我们有如下分析： 

缓冲期内：A00和客车销售动力更大，而物流车则因为补贴下降和 17年底过度冲量，销量短暂低迷。

高续航里程和插电混乘用车则由于缓冲期内补贴下降，也将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去年 1-5 月基数较低，

整体销量维持高速增长。缓冲期结束后：A00 和客车销量下滑，前期被压抑的物流车、高续航 EV、PHEV

一起发力，支撑销量小幅增长，并随着年底销售旺季到来持续增长。 

乘用车：A00 上半年抢装，高续航 EV 下半年爆发 

小于 250 公里车型补贴会大幅下降，可以通过提升里程方式改进；大于 250 公里补贴会相对持平甚

至可能增长，在电池成本下降后经济性大幅提升。续航里程 150-200 公里的 A00 车型，以及能量密度在

120wh/kg 以下的车型，缓冲期内能够拿到相对较高的补贴。而其它高端车型在缓冲期内补贴反而会比 18

年正式补贴下降。所以前面两种车型将会成为销售主力，而在缓冲期结束后高续航车型将会集中爆发。 

客车：化繁为简，缓冲期更有意义 

客车领域和乘用车领域最大的不同是“化繁为简”，将能量密度要求从过去的 3档改为 1 档。而补贴

额度也是直接打 6折。缓冲期内对比正式退坡后还有 10%以上的补贴优势，预计将对销量带来明显拉动。 

专用车：补贴下降明显 

物流车 2018年正式补贴将下滑 35%-43%，而缓冲期内补贴直接打 4折。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缓冲期

内补贴力度反而低于正式退坡后的补贴。从补贴力度分析来看，无论是缓冲期内，还是正式退坡后的补贴，

实际上都无法覆盖电池成本（当前约 1100-1200 元/kwh）。但物流车的需求实际上已经来自于各地路权

政策的推动，而受成本影响正在减轻，因此继续看好其表现。 

说明：本文为第一电动网大牛说作者杨藻撰写，发布于第一电动网，此处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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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情报 

【国内商情】 

国务院鼓励快递物流领域加快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 

近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见》，鼓励快递物流领域加快推广

使用新能源汽车和满足更高排放标准的燃油汽车，逐步提高新能源汽车使用比例，强化绿色理念，发展绿

色生态链。 

发改委：到 2020 年智能汽车新车占比将达到 50% 

1 月 5 日，发改委对《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稿中提到，到

2020 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路网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信息安全体系框

架基本形成。智能汽车新车占比达到 50%，智能道路交通系统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大城市、高速公路的车

用无线通信网络（LTE-V2X）覆盖率达到 90%，北斗高精度时空服务实现全覆盖。 

近 1.5 万辆车拿超 30 亿元补贴，工信部公示 2016 年新能源汽车第二批补助清算结果 

2018年 1月 18日，工信部对“2016 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第二批补助资金补充清算申请材料初

步审核情况”进行公示，企业申报的新能源汽车推广数为 15131 辆，企业申请清算资金 31.79 亿元，专

家组核定的推广数为 14729 辆，应清算补助资金 30.65 亿元。 

167 款新能源汽车产品申报第 304 批新车公告 

1 月 16日，工信部官网发布申报第 304批《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其中申报新能源汽

车产品的共有 73 户企业的 167 个型号，其中纯电动产品共 68户企业 153 个型号、插电式混合动力产品

共 7 户企业 9 个型号、燃料电池产品共 3户企业 5 个型号。 

工信部发布第二批符合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 

1 月 15日，工信部公布符合《锂离子电池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第二批），北京国能、中信国

安盟固利、贝特瑞、河北金力新能源、中兴派能、中天储能、海四达、中航锂电等 18 家企业上榜。 

重庆发布 2017 年充电设施奖补政策，换电设施补贴 200 元/千瓦 

近日，重庆发布的《关于 2017 年充电设施奖补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公用充电设施补贴标准为，

交流桩 300 元/千瓦、直流桩 600 元/千瓦；换电设施补贴标准为 200元/千瓦；其他符合补助范围的充电

设施补贴标准为，交流桩 200 元/千瓦、直流桩 400元/千瓦。 

长沙发布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纯电动车按中央标准 20%补贴 

近日，长沙市发布的《长沙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明确，对购置使用纯电动客车、乘用车、

专用车的，按照车辆首次登记注册年度中央财政补贴标准的 20%给予市级财政购置补贴，其中用作公共交

通的纯电动客车按照车辆首次登记注册年度中央财政补贴标准的 25%给予市级财政购置补贴。 

http://www.d1ev.com/news/zhengce/61645
http://www.d1ev.com/news/zhengce/61388
http://www.d1ev.com/news/zhengce/6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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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安阳新能源汽车按动力电池容量给予奖励，单辆车奖励不超过 5000 元 

近日，安阳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2020 年前，对全市范围内非

政府投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按照车载动力电池容量给予一次性减排奖励。奖励标准为每千瓦时电池容量

100 元，单辆车奖励不超过 5000 元。每年市财政安排减排奖励 1000 万元，按照申请顺序发放完毕后不

再发放。 

河南许昌新能源汽车发展行动计划发布，2020 年新能源公交占比 70%以上 

近日，河南许昌发布的《许昌市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的通知》明确，到

2020 年，许昌市城市公交公司新能源汽车 1100 辆(合标准车约 13000 辆)，新能源汽车占比 70%以上；

主城区出租车新能源汽车占比力争达到 30%以上。 

最高奖励 2500 万元，黑龙江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近日，黑龙江发布的《关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2017 年至 2020 年，全省

新增及更换的公交车中，新能源公交车比重分别达到 20%、25%、30%和 35%。年内投产的新能源汽车

整车项目，按照投产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贷款额度给予不超过 5%贴息，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 2500 万元；

对投产当年利用自有资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给予不超过 3%补助，单户企业最高不超过 2000万元。 

科技部：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智能电动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研发”项目启动 

1 月 15日，科技部发布消息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 2017 年度立项项目“智能电

动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研发”启动会近日在天津召开，该项目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牵头承担。该项目立

足下一代的智能电动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研发，覆盖架构、网络、信息安全、嵌入式软件、电磁兼容等多个

领域，通过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提升我国智能电动汽车电子电气架构研发水平。 

深圳汽车调控政策今起实施，新能源车不限牌 

1 月 22 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关于重新发布《深圳市小汽车

增量调控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增量指标以 12 个月为一个配置周期，每个周期内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

配置额度为 8 万个，额度按月分配，并不得跨周期配置；混合动力小汽车增量指标和纯电动小汽车增量指

标总量无额度限制。其中，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以摇号方式和竞价方式各配置 4万个，个人指标占 88%，

单位指标占 12%。 

2018 年公共充电桩保有量或将超过 30 万个 

1 月 19日，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在北京召开 2018年度工作会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副秘书长、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秘书长许艳华预计，2018 年公共充电桩保有量或将超过

30 万个。根据充电联盟统计，截止 2017 年末，中国公共充电桩保有数量 21.4 万个，比 2017 年净增约 7

万个，月均新增约 6000 个，私人充电桩数量 23.2 万个。公共充电桩和私人充电桩总量超过 44 万个，桩

与车仍保持近 1:4 的比例。 

2017 年北京每 10 辆电动车拥有 7 个充电桩 

在北京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平谷区小组会间隙，列席会议的北京市城管委主任孙新军透露，2017

年，北京的公共充电桩增加了 3037 个，截至去年，北京的电动车和充电桩的数量比已达 1：0.7，这意味

http://www.d1ev.com/news/zhanhui/6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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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在北京每 10 辆电动车就已经拥有 7 个充电桩了。 

北京市首条自动驾驶测试道路落地亦庄 

1 月 3 日上午，北京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在交通广播节目中透露，未来，北京将推广自动驾驶技术，

对于道路设施进行改造，让“车路协同”。该负责人表示，目前第一条自动驾驶测试专用道路落地亦庄，

主要研究自动驾驶的“车路协同”模式。而另外一种“高精度地图”模式，也在研究中。 

北汽新能源拟借壳上市，估值 288.5 亿元 

1月22日晚间，北汽集团旗下渤海活塞(600960，SH)公告称，成都前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00733.SH，

S*ST 前锋）拟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北汽新能源 100%股权，北汽新能源评估值约

288.5 亿元，增值率约 75.24%。渤海活塞持有北汽新能源 2.08亿股权，价值 11.33 亿元。北汽新能源借

壳上市之路已然清晰，如果成功上市，北汽新能源将成为国内资本市场新能源整车第一股。 

贾跃亭：FF 公司融资已获重大进展 

1 月 2 日，贾跃亭发布关于《北京证监局责令贾跃亭回国履责通告》回应函指出，美国 FF 公司融资

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目前有好多工作需要其来推动，保障电动汽车 FF91 量产销售和按时交付。贾跃亭称，

自愿由个人全部承担，并拿出自己的一切来解决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债务问题。正积极与上市公司充

分讨论沟通，提出明确的还款意愿和初步方案，双方形成债务解决意向，通过出售资产获得资金和以资产

抵债的方式，解决上市公司的欠款问题，切实履行好上市公司股东责任。此外，贾跃亭表示，已委托贾跃

民先生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下午前往北京证监局进行了当面沟通和汇报。为更好地解决上市公司债务问

题，已委托甘薇女士、贾跃民先生全权代理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权利和履行股东责任。 

马云、郭台铭加持，小鹏汽车宣布收获 B 轮融资 22 亿元 

1 月 29日，小鹏汽车正式宣布获得由阿里巴巴集团、富士康和 IDG 资本联合投资的 B 轮融资，融资

金额达到 22 亿元。B 轮融资完成后，小鹏汽车市场融得的资金将超过 50 亿人民币。 

 京东物流将北京自营货车替换为新能源车 

1 月 25日，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在微博上发文称，京东物流已提前兑现了承诺，

目前进出北京的所有京东自营货车全部换成了电动新能源车。同时，他还表示，将在两年内把全国所有自

营车辆全部换为新能源车，未来通过补贴等激励措施，把所有合作伙伴的车辆也逐步替换成新能源车，实

现为京东物流服务的数十万车辆无污染。 

奇点汽车首家体验中心揭幕 

1 月 25 日，位于北京三里屯嘉铭中心的奇点汽车首家体验中心正式揭幕。别于传统零售模式，奇点

汽车以新一代汽车体验店为基础，构建了以用户为中心的新零售模式，将奇点汽车、用户以及合作伙伴密

切联系起来。通过建立灵活的分离式渠道，实现体验店、交车中心、服务中心的销售前、中、后分离，让

用户更加方便快捷的体验车辆和获得所需要的服务。 

控股中顺汽车，威马拟获汽车生产资质 

1 月 16 日，工信部公布《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 304 批），在拟变更企业准入信息

中，中顺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变更为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由李金忠变更为“SHEN HUI”

http://www.d1ev.com/news/ziben/61584
http://www.d1ev.com/news/ziben/61863
http://www.d1ev.com/news/qiye/61748
http://www.d1ev.com/news/qiye/61750
http://www.d1ev.com/news/qiye/6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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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晖）。同时，注册地址和生产地址也发生相应变更。公示期至 1 月 21 日，届时如果不出意外，威马汽

车将通过控股中顺汽车的方式，获得汽车生产资质。 

零跑汽车获红杉中国领投 Pre-A 轮融资注资完成，资金规模达亿级 

1 月 15 日，零跑汽车正式完成 Pre-A 轮融资，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成为零跑汽车除原始股东以外唯一

的投资方。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零跑汽车获红杉中国领投的 Pre-A 轮融资金额即已达亿级。 

普莱德牵手北汽/宁德时代/北大先行，展开动力电池领域战略合作 

1 月 6 日，东方精工发布公告表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与北

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协议各方旨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协同效

应，开展动力电池研发、制造、回收、梯级利用等各项业务的战略合作。 

百度正式发布 Apollo2.0，实现简单城市道路自动驾驶 

在美国当地时间 1月 8 号的下午，百度集团总裁、COO 陆奇在百度world 大会上发表演讲，宣布正

式推出 Apollo2.0 自动驾驶平台。相比于 1.0,2.0 版本已经能够实现简单城市道路的自动驾驶。到这一版

本，Apollo平台包括云端服务、软件平台、参考硬件平台以及参考车辆平台在内的四大模块已全部具备，

并进一步强化了自定位、感知、规划决策和云端仿真等能力，将能够带来最完整的解决方案和灵活的架构。 

百度宣布新设商业智能/机器人与自动驾驶实验室 

1 月 22日，百度研究院在硅谷召开了全员大会，宣布设立商业智能实验室（Business Intelligence Lab，

BIL）和机器人与自动驾驶实验室（Robotics and Autonomous Driving Lab，RAL），同时三位世界级人

工智能领域科学家 Kenneth Ward Church、浣军、熊辉加盟百度研究院。经历此次大会的升级后，百度

研究院由原来的三个实验室增加为五个实验室，分别是深度学习实验室（IDL）、大数据实验室（BDL）、

硅谷人工智能实验室（SVAIL）、商业智能实验室（BIL）、机器人与自动驾驶实验室（RAL）。 

【国际商情】 

伦敦部分区域将禁止燃油车进入 超低排放汽车除外 

伦敦哈克尼和伊斯灵顿委员会正在磋商，计划在工作日的通勤高峰期：早上 7 点到 10点，下午 4 点

到 7 点，禁止燃油车和老式的混合动力车进入霍克斯顿（Hoxton）和肖迪奇（Shoreditch）的 9 个街区，

违反规定的司机将受到高达 130英镑的惩罚。在该时段内，只允许行人和自行车以及超低排放车辆进入该

区域。超低排放车辆包括电动汽车、最新款的混合动力车以及氢燃料电池车。 

加州目标 2030 年电动汽车保有量达 500 万辆 

据美国《汽车新闻》消息，日前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到 2030 年

加州电动汽车保有量达到 500 万辆，主要通过财政激励和折扣措施来加速生产电动汽车。 

日本将在 2040 年普及氢燃料汽车 续航 1000 公里 

近日，日本新能源和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制定了氢燃料汽车推广目标。根据目标规划，日本将在

2040年普及氢燃料汽车，并且氢燃料电池车的续航里程将延长至目前的 1.5倍，达到 1000公里。到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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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该车型的保有量将由目前的 2000 辆增加到 300 万至 600万辆。 

美国今年夏季将公布新的自动驾驶汽车指南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 14 日在底特律参加北美车展一个活动时表示，特朗普政府计划

在今年夏季公布新的自动驾驶汽车指南，旨在为汽车厂商研发和生产自动驾驶汽车提供更多便利。 

美国 2017 年新能源车销量逾 47 万辆，增长 5.6% 

据美国媒体 1 月 7日消息，2017 年美国新能源车型总销量达 477000，增长 5.6%。其中纯电动汽车

销量大增 23%，至 168000 辆。2017 年美国环保车型市场开局良好，但是 12 月销量却比较低迷。去年

12 月全美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下滑 10%，至 44326辆；纯电动汽车去年 12月总销量，相较前年同月成

长不到 1%，总共售出 17337 辆。其中最受瞩目的特斯拉 Model S，相较前年同月销量也下滑 15.5%。

下滑的原因或在于潜在买家在等待新一代车型。 

挪威去年销售新车过半数为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 

挪威道路交通信息委员会 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政府有力的政策补贴，挪威 2017 年电动和混

合动力汽车销量超过新车登记量的一半。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在挪威 2017 年新车销量中占

52%，2016 年占比为 40%。挪威道路交通信息委员会负责人托森表示，就电动汽车的全国市场份额而言，

“没有其他国家能接近挪威的水平”。 

韩国电信获准在公共道路上试驾大型自动驾驶巴士 

1 月 9 日，据韩国时报报道，周一，韩国电信（KT）表示，政府已批准其在韩国公共道路上试驾大型

自动驾驶巴士。这一批准意味着，韩国电信可以在公共道路上测试一辆 45 座的自动驾驶巴士。这使得它

成为韩国首家获批试驾大型自动驾驶巴士的公司。自 2015 年以来，韩国电信一直在研发自动驾驶车辆，

并于 2017 年 3 月推出自动驾驶巴士。 

松下将在 2018 年量产小型纯电动汽车底盘 

松下 1 月 9 日宣布，开发出摩托车和小型四轮纯电动汽车(EV)用底盘。计划将车载电池和马达等作为

整体单元来提供。以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为中心，小型纯电动汽车需求有望增加。松下计划 2018

年度内启动小型四轮车底盘的量产，开拓纯电动汽车的合作伙伴。 

丰田宣布转型移动出行公司，竞争对手锁定苹果谷歌 

丰田在 2018年 CES展会上，发布了 e-Palette 多功能出行平台，这个移动平台产品更像是一个移动

出行的解决方案，根据不同需求，完成如载客、运输甚至商品零售等各项功能。e-Palette 首先是一台无

人驾驶的纯电动汽车，内部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自定义改造，用户可通过开放平台来预约使用它。目前 

e-Palette 已经和必胜客、Uber、亚马逊以及滴滴达成合作，丰田正在积极推进这个项目，希望能在 2020 

年的东京奥运会上让 e-Palette 亮相。丰田指出，将从一家汽车公司转型为一家移动出行公司，丰田的竞

争对手也将转变为 Google、苹果和 Facebook 等科技类巨头。 

标致雪铁龙今年在美推出共享汽车服务 

法国汽车巨头标致雪铁龙将于年内在美国推出“汽车共享服务”，以此回归美国市场。此前，该公司

已于 2017 年 10 月在美国西雅图推出“Free 2 Move”共享汽车应用程序，可为用户提供分时租赁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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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英伟达公布首个自动驾驶芯片 Xavier 并与 320 家合作 

1月 7日， CES2018开幕前夕，英伟达宣布世界首个自动机器处理器英伟达 DRIVE Xavier将在 2018

年第一季度发布，并称 Xavier 是英伟达有史以来最大的研发投入，研发投入高达 20亿美元。同时，英伟

达还携手 Uber 和大众汽车等 320+合作伙伴共谋自动驾驶，并宣布推出两款全新软件平台 DRIVE IX 和

DRIVE AR。 

LG 电子与两家公司合作研发 ADAS 综合解决方案 

LG 电子于 1 月 7 日宣称，该公司已与恩智浦半导体及 Hella Aglaia 签订协议，共同研发 ADAS综合

解决方案，该方案旨在帮助自动驾驶汽车制造商为全球安全测试做准备。根据合作协议，三家企业计划共

同研发该方案，其整合了 LG电子的 ADAS摄像头算法、图像识别及控制、恩智浦半导体的高性能车用图

像处理器及Hella Aglaia 的 ADAS软件相整合，预计将从 2020年提供该款新方案。 

沃尔沃与 NTU 将在新加坡开展自动驾驶客车路测 预计将在 2019 年初进行 

沃尔沃客车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 Singapore）将于 2019 年在新加坡开展自动驾驶电动客车

路测。对于沃尔沃而言，这将成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首个公共交通自动驾驶汽车应用。测试车型沃尔沃

7900电动客车车身长达 12米，现已在全球范围内应用。 

本田与阿里巴巴联手开发联网汽车服务 

本田汽车将与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部门高德合作，计划开发一种服务让驾驶员可以通过高德地图进行预

约，并通过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在线平台支付宝进行支付。就这项服务将会登陆哪些车型而言，两家公司将

于不久后作出决定。自 2015 年以来，本田汽车和高德一直都在就利用大数据的多用途汽车导航系统展开

合作，现在则计划将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扩大到将面向联网汽车的服务覆盖在内。 

大陆发布 AllCharge 万能充电技术 

据英国媒体 1 月 8日报道，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德国大陆集团的“AllCharge 全能充电”技术将使电动

车可以利用任何电缆充电桩给汽车电池进行直流和交流电充电。 

英特尔宣布与上汽集团合作研发自动驾驶技术 

英特尔在 CES 展上宣布与中国上汽集团以及中国领先的数字地图公司四维图新合作，整合并实现

Mobileye 道路经验管理系统(Road Experience Management，REM)数据的本地化。英特尔在中国的汽

车及自动驾驶业务取得的了很大的进展。英特尔 CEO 布莱恩•克兰尼克还表示，大众、宝马和日产将采用

旗下的 Mobileye(移动眼)公司所研发的自动驾驶技术，通过 200 万辆汽车收集数据以创建地图，用于提

高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 

黑莓发布新安全软件 可识别自动驾驶程序漏洞 

加拿大软件厂商黑莓公司 1 月 15 日推出一款新的安全软件，能够用来识别自动驾驶汽车程序漏洞，

而且可大大缩减代码检测时间。目前，黑莓已与捷豹路虎（Jaguar Land Rover）等汽车厂商展开了相关

测试，并获得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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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G 研发硅-高质量薄层石墨烯复合电极 欲用其替代石墨电极 

华威大学制造工程系的研究人员研发了硅-高质量薄层石墨烯复合电极，将其用作为锂离子电池阳极

石墨的高效替代品。该方法或将被用于规模化生产中，且对纳米硅的尺寸也无需太过苛求，可规避许多相

关的技术难题。 

日本研制成功新型电动汽车用全固态电池 

位于日本滋贺县大津市，从事特殊玻璃制造与销售的日本电气硝子公司在世界上首次采用钠系结晶化

玻璃作为正极材料制造的全固态电池，在室温下成功运行。该电池具有“利用玻璃的软化流动性可以提高

离子传导性”、“采用资源丰富的钠，没有供应不足的担忧”、“不会异常起火及产生有毒的硫化氢”等多项

优点。 

美国研发活性聚合物电解质粘合剂，使锂硅电池电容量翻番 

美国能源部旗下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设计了一款活性聚合物电解质粘合剂，可调节锂硅电池

内的关键离子传输过程，还能从分子层级显示其功能运转原理。相较于传统型锂硫电池，新款聚合物粘合

剂的电容量翻了一番，即使在高电流密度下放电上百次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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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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