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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近
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里程碑时刻。
自 1995年第一辆新能源车下线至今，28年
时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步壮大，跑出
发展“加速度”。

2000万辆意味着什么？作为全球最大
新能源汽车生产、销售和出口国，中国新能
源汽车未来“引擎”在哪儿？

产销连续8年全球第一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迎
来一个个重要时刻：2020年 9月，新能源汽
车生产累计突破 500万辆；2022年 2月，突
破1000万辆；2023年7月，迎来第2000万辆
的下线。第二个1000万辆，仅用了1年零5
个月时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付炳锋说，2000万辆标志着中国新能源
汽车在产业化、市场化的基础上，迈入规模
化、全球化的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正成为
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2000万辆背后，是市场规模的快速增
长。数据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连续
8 年位居全球第一，全球市场份额超过
60%。今年 1—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延续
良好发展态势，产销分别完成 300.5万辆和
29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5.1%和 46.8%；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27.7%，远超 14%的全球
平均水平；出口持续快速增长，前 5月累计
出口45.7万辆，同比增长1.6倍。

“新能源汽车是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和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我国汽车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辛国斌说，70年来我国汽车产业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第2000万辆新能源
汽车的下线，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

引领电动化智能化转型

作为中国第2000万辆新能源汽车下线
的代表车型，昊铂GT不仅是广汽埃安最新
开发推出的高端品牌车型，也是昊铂品牌的
第一款量产车型。广汽埃安总经理古惠南
表示，打造昊铂品牌，就是要借助汽车“新四
化”（电动化、智能化、网络化、共享化）快速
发展的机会，为年轻人打造先进、新潮、好玩
和高品位的“潮品”。

随着消费者新能源意识和消费能力的提
升，高端纯电车市场正迎来爆发式增长。这
背后，是新能源汽车技术和产品的有力支撑。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中国动力
电池材料和新技术应用不断取得突破。例
如，量产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300瓦
时/千克，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新型成组技
术、高镍无钴电池等实现突破应用。相关配
套设施不断完善，截至去年底，中国累计建
成充电桩 521万个、换电站 1973座，形成了
全球最大规模的充换电网络。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5年）》提出，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力争经过 15年的持
续努力，我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质量品牌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引领
着全球汽车产业以电动化、智能化为主要方
向的转型升级。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中国
新能源汽车正处于从量变到质变、从规模型
向规模效益型转变的新阶段。

在中高端汽车市场突破明显

产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策与市场的
双重作用。如近期就有继续减免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动
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等政策施行，
源源不断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注入活力。

近年来，各部门先后推出 70余项支持
政策措施，建立了结构完整、有机协同的产
业体系，培育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形成
了新能源汽车与相关行业互融共生、合作共
赢的良好发展局面。

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也越来越
高。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据显示，国
内20—30万元区间新车消费的新能源汽车销
量占比，已经从 2017 年的 8.5％提升至
17.5％。今年1—5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即
销售占比）超过30%，新能源汽车在中国汽车
市场逐步走强，在中高端汽车市场突破明显。

工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第 2000万辆
新能源汽车的下线，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作为
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生产、销售和出口国的
地位，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中国汽车产业
正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占据重要优势。

多地政府也正乘势而上，推动新能源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以汽车产销大省广东为
例，2022年，广东新能源汽车产量为129.7万
辆，同比增长142%，占全国总产量的18%，相
当于每 6辆新能源汽车中，便有 1辆是广东
造。广东省副省长孙志洋说，汽车产业已成
为广东第八个超过万亿的产业集群，未来，广
东省将进一步发挥既有优势，加速构建世界
级汽车产业集群。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新能源汽车跑出“加速度”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势头强劲。
7月 10日，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1—6

月我国乘用车出口 168 万辆，同比增长
92%。其中，6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7万辆，
同比增长185.3%。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
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我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
国。新能源汽车加速出海，正成为“中国制
造”的新名片。

重庆作为老牌的汽车工业城市，在这
个过程中该如何把握大势，推动新能源
汽车企业走出山城，走向国际？又如何
通过出海谋求生存发展的新空间，拼出
一个未来？

为什么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需要出
海？

汽车一直是重庆的支柱产业，重庆新
能源企业如果不主动作为，积极拓展海外
市场，未来，或许会错失巨大的发展机遇。

从全球竞争格局、国内新能源行业现
状、重庆新能源产业本地实际情况等方面
来看，重庆新能源加强出口，均有必要性。

全球竞争格局，有利于中国新能源企
业出海一搏。多个方面的信息都显示，目
前，正是我国新能源企业出口的好时机。

从主要海外市场政策来看，汽车新能
源转型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此全球各大经济体提出对应的燃油车禁令
时间，未来新能源汽车的需求将逐渐释放；

从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来看，相关数据
显示，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为
14%，而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为 25%，远
超全球平均水平，这也意味着海外市场有
更大的提升空间；

从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形势看，国外
传统汽车品牌在新能源转型上较为缓慢和
保守，对比国产品牌的新能源规划延缓3—
4年，因此，我国新能源企业更有竞争优势。

国内新能源行业内卷，“卷”出国门才

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
渗透率攀升，国内市场的争夺日益激烈，残
酷的竞争，也压缩了新能源企业的盈利。

比如今年年初，特斯拉前所未有的降
价规模让新能源汽车市场措手不及。在此
背景下，部分国内新能源汽车商也被迫跟
进降价。面对残酷而拥挤的新能源汽车赛
道，重庆新能源只有走出国门，才能获得更
大的生存空间。

重庆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
势。重庆处在“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
联结点上，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
江黄金水道、渝满俄国际铁路班列在这里
交汇。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政
研咨询中心专家金陵认为，重庆拥有良好
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具有一系列新能源
汽车相关的配套企业和技术研发机构。重
庆新能源汽车可以通过出海，借助自身的
优势，推动产业发展。

重庆新能源车企如何通过出海拼出一
个未来，值得深思。

想走出国门，在海外谋发展并非易
事。重庆新能源车企想扬帆出海，需做好
外功，并练好内功。

在外功方面，需要我们去各个突破。
完善当地新能源基础设施。新能源车

的推广离不开充电基础设施的支持，然而
很多国家的新能源基础设施并不完善。金
陵认为，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重庆新能源
企业需要了解目标市场的充电基础设施发
展程度，并考虑如何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
构合作，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以提供便
利和可靠的充电服务。

合作共赢，打破贸易壁垒。各国为保
护本国企业利益，在国际贸易中往往会设
置各种保护政策和关税壁垒。企业出海，
往往会面临这些挑战。

金陵认为，重庆新能源企业想拓展海
外市场，需研究和了解目标市场的相关政
策和法规对出口有无不利影响，并与利益
相关者进行沟通，争取政府支持和减轻贸
易壁垒的影响。

增强海外市场的适应能力。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重庆工商大学副校长、长江
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敬教授认
为，重庆新能源汽车想扬帆出海，关键还需
充分适应当地市场，让业务“落地生根”。

比如，前不久，长安发布了“海纳百川”
出海计划，将推动“全球产品同步开发+区域
差异化开发”相结合，未来，同一款车型，将
会有中国版、美洲版、欧洲版等多种版本。

打铁还需自身硬，练好内功，提升核心

竞争力，重庆新能源的出海之路才会一帆
风顺。

重庆新能源想出海，需强化龙头的引领
作用。比如应全力支持长安、赛力斯等发展
基础较好的本土骨干新能源汽车企业迅速
做大做强，加快新产品研发、新工厂建设、新
产能释放、新市场拓展，提升品牌影响。

单打独斗难有未来，抱团出海才能拼
出一条出路。未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
竞争，将不是单个品牌与品牌的竞争，而是
生态体系与生态体系的竞争。重庆可在招
商引资、产业互联等方面重点发力，提升本
地配套率，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合作，一
起抱团出海。

最近，重庆与吉利控股集团签署战略
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聚焦打造世界级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在新能源生
态建设、工业互联网数字化平台等领域合
作，为重庆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提供
强大动力。

重庆承担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使
命。李敬认为，重庆新能源汽车，可以用好
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通道优势，借
道出海。截至目前，赛力斯通过陆海新通
道共计发运整车及零部件超10000箱，货值
超20亿元。

立足在新能源汽车的变革浪潮之上，
中国汽车正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换道超
车”，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将乘势出海、
扬帆远航。

前路虽非坦途，但重庆企业已奋楫出
发。 据重庆瞭望

重庆新能源汽车出海，也成了经济发
展的新亮点。

重庆 1—4月汽车出口额 99.4亿元，同
比增长69.6%。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4.8
亿元，同比增长156.9%。

虽然重庆新能源汽车目前发展势头良
好，不过，还有一些制约重庆新能源产业发
展的瓶颈亟待打破。

单个市场主体，缺少打得出手的“王
牌”。客观来讲，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大

而不强”，与特斯拉、比亚迪等新能源头部
车企相比，重庆新能源汽车在单车售价、利
润，以及名气等方面，与它们仍有较大差
距。今年5月，重庆只有长安汽车的新能源
销售量进入了全国前十。

行业核心技术，亟需突破卡脖子问题。
传统汽车好不好，要看“三大件”；新能源汽车
好不好，要看“大三电”。重庆新能源车企大
多从传统车企转型而来，擅长变速箱、底盘等
传统“三大件”，而在电池、电机、电控等新能

源汽车“大三电”方面，实力还有待提高。
金陵认为，想进军国际市场，重庆新能

源汽车需进一步改进电池的安全性、续航
里程和充电效率等关键指标。

产地协同方面，本地配套率较低。提
高供应链的本地配套率，可有效降低生产
成本，提升主机企业的响应速度。相关数
据显示，重庆传统燃油车本地化配套率达
到 70%，在全国名列前茅，而新能源汽车本
地化配套率，仅在30%左右。

长城汽车永川生产基地，生产线上一片忙碌。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2023 重庆国际汽车展览
会，新能源汽车成为绝对主力。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赛力斯汽车两江智慧工厂。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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