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車發展
離不開政策扶持，包

括送牌照、減免購置稅
及購車補貼等。2023年起，

延續了多年的新能源汽車國家
補貼等優惠政策或將終止。2020
年4月，中國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
部、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四部
委聯合發布了《關於完善新能源汽車推
廣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明確原則
上2020至2022年補貼標準分別在上一年基
礎上退坡10%、20%、30%，2022年12月31
日新能源汽車購置補貼政策終止。免費車牌政
策亦逐步退出。市場分析認為，補貼退潮會成為
新能源車發展的關鍵轉折點，「政策導向」轉到
「市場導向」。從目前行情來看，消費者購車熱
情依舊，意味着新能源車未來潛力巨大。

補貼扶持反響強屢延續
2010年，國務院將新能源汽車確定為七大戰略性

新興產業之一，《關於開展私人購買新能源汽車補
貼試點的通知》的發布，開啟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

補貼時代。此後幾年，財政
部、科技部、工信部及發改委等均有政

策支持新能源車產業發展。2015年，四部委
發布《關於2016-2020年新能源汽車推廣應用
財政支持政策的通知》及《關於節約能源使用
新能源車船車船稅優惠政策的通知》，雙重的
補貼將政策扶持推到一個新高點。自2014年
起，國家一直對新能源汽車實施免徵車輛購置
稅政策，原本計劃於2017年底到期，但因市
場反響強烈，之後又延續多年。

送牌照吸引城市人轉投
送牌照是力度不小的優惠政策。2016年上

海、南京、無錫、濟南及深圳5個試點城市率
先啟用新能源車號牌，2017年起陸續推廣至
全國。從那時候起，購買新能源車可隨車贈送
牌照。要知道在2016年的上海，一張滬牌的
中標率僅3%至4%，且成交價格高達9萬元人
民幣左右，送車牌政策當即吸引很多人轉投新
能源車陣營。
如今到了新能源車獨立成長的時候，補貼政
策開始有序退坡。據財政部、工信部等四部門
去年末發布的《關於2022年新能源汽車推廣
應用財政補貼政策的通知》，國家新能源汽車
購置補貼政策於2022年12月31日終止，在此
之後上牌的車輛將不再給予補貼。2022年的
補貼也已經比2021年降低30%左右。

送牌照優惠同
樣逐步退出。以上海為
例，根據《上海市鼓勵購買和
使用新能源汽車實施辦法》，自
2023年1月1日起，消費者購買或受讓
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含增程式），將
不再發放專用牌照額度。
免徵車輛購置稅政策則將繼續實

施，2022 年 9月，財政部、稅務總
局、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關於延續
新能源汽車免徵車輛購置稅政策的公
告》，第三次將這項政策延續，將
2022年底到期的政策，延續實施至
2023年底。

免徵車輛購置稅延一年
分析指，補貼政策有序退坡，但新能

源車發展態勢不減。民生證券研報顯
示，統計到的2011年至2022年1至7月
銷量，全年銷量情況較上一年大多有明
顯提升。其中，2019年補貼政策調整較
大，銷量較2018年同比略降3.25%。步
入2020年後，中國新能源車市場核心驅
動力已從政策驅動向產品驅動轉移，政
策依賴性明顯降低，2022年銷量暫為
259.1萬輛，同比大增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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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亞迪電動大巴在智利
首都聖地亞哥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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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河
科技學院客
座教授、汽車
分析師張翔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看好中
國新能源車的前景，一方
面是中國的新能源汽車起步比
較早、技術積累比較多，二來是
中國已經連續7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新
能源車市場，足以證明新能源汽車技術
在中國得到長足的測試和發展。
張翔強調中國新能源車的優勢，「中國新
能源車在中國有一個很完善的產業鏈體系，在
產業鏈的支持下，中國品牌的新能源車無論在安
全性、可靠性，還是性能等指標方面，都很優秀，而且
成本很低。這也保證中國品牌可以在全球市場上有着較高的
性價比和強勁的競爭力。」他還指出，「目前中國新能源汽車
的保有量在全球市場佔比超過50%，每年銷量也超過50%，相信未
來這些數據還有望得到進一步的提高。」

里程1千公里車款已問世
談及中國新能源車的技術趨勢，他認為在電池容量、續航里程方面都

會有不斷的快速突破。「目前國內電池的容量可以達到每公斤300瓦
時，部分售價20多萬元（人民幣）的新能源汽車充一次電，它的續
航里程能跑到700多公里。不過這個數值還在不斷突破，現在已經
有續航里程1,000公里的新能源汽車在中國問世。」
張翔認為，未來中國的新能源汽車會繼續彎道超
車，且對國內汽車產業有着深刻的影響。「畢竟未
來會是新能源車的天下。不可否認，在傳統汽車領
域，中國和國際水平差距比較大，且在近期也很
難超越。但是借助新能源轉型這個趨勢，讓
很多中國車企走在全球的前列，很多中國
品牌也都開始制訂出口到海外的計
劃。」

◆黃河科技學院客座教授、
汽車分析師張翔

◆小鵬的智能輔助
駕駛系統被認為更加
符合中國的道路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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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1月的比亞迪第300萬輛新能源汽車下線儀式上，集團董事長兼總裁王傳福說：「從第1輛到100萬

輛，我們用了13年；從100萬輛到200萬輛，我們只用了1年；從200萬輛到300萬輛，我們僅用了半

年。」王傳福這句話也是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近年發展的真實寫照。中國汽車產業在轉換新能

源賽道後，實現彎道超車，目前無論是產銷還是市場佔有率均表現亮眼，且技術上

大有趕超國際品牌之趨勢。汽車行業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中國新能源車彎道超車對汽車產業有着深刻影響，中國

品牌紛紛出口海外並開始席捲全球多個國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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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中國新能源車產銷量
年份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資料來源：中汽協 整理：孔雯瓊

產量(輛)
1.3萬
1.8萬
7.6萬
34萬

51.7萬
79.4萬
127萬

124.2萬
136.6萬
354.5萬
705.8萬

銷量(輛)
1.3萬
1.8萬
7.5萬

33.1萬
50.7萬
77.7萬

125.6萬
120.6萬
136.7萬
352.1萬
688.7萬

技術追趕國際品牌 產銷量遙遙領先

2022年，就在全球車市遭遇寒冬之
際，中國新能源車卻顯示出

一片如火如荼的景象。據中國汽車工業協會近日
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
別達到705.8萬輛和688.7萬輛，同比增長96.9%和
93.4%，市場佔有率達到25.6%。僅2022年12月當
月，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達到79.5萬輛和81.4萬輛。

眾企全年銷量實現倍增
從品牌表現來看，比亞迪、吉利、奇瑞、長安等為代表
的車企在新能源板塊表現相當突出。其中比亞迪一年賣出
了186.35萬輛新能源汽車，同比大增208.64%，成為全球新
能源汽車銷量冠軍；吉利汽車新能源車銷量達32.87萬輛，且
在去年單月的新能源滲透率多次突破30%；奇瑞新能源板塊銷
量為23.28萬輛，同比增長112.9%；長安自主品牌新能源車銷量
去年全年累計27.12萬輛，同比增加150.06%。另外，一大批新勢
力造車企業亦不遑多讓， 2022年，哪吒汽車累計銷量超過了15萬
輛，同比增長118%，成為首個年銷量突破15萬台的新勢力品牌。
理想、蔚來、零跑、小鵬等同樣有着出色表現。

出口增120% 均價高端化
銷量的飛躍也體現在出口上。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汽車企業出口達

311.1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67.9萬輛，同比增長120%。與2018年出
口均價1.29萬美元相比，新能源汽車呈現高端化特徵，如今出口均價已達
到1.89萬美元。
中國新能源車的正式推行可追溯到2011年，當年25個城市共計導入217種約

10,000輛新能源汽車。到2012年則成為中國新能源汽車跨入萬輛級別的起步之
年。之後國內新能源車發展就進入快車道，截至2022年，中國新能源車銷量已連
續8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
量為約1.3萬輛，2021年銷量躍升至352.1萬輛，2022年實現全年銷售688.7萬輛。

比亞迪掌全產業鏈技術
銷量與出口突飛猛進，顯示的是中國新能源車技術也得到創新和突破。作為最早一
批涉足新能源領域的車企，比亞迪目前已經成為全球唯一能掌握電池、電機、電控及
車規級半導體等新能源全產業鏈核心技術的車企。而且，比亞迪對技術的研發持續
追求，單計2021年已為研發投入超過106億元人民幣，目前擁有11大研究院、研
發技術人員達4萬名，專利申請量達到3.4萬項。

新勢力車企同樣在拓寬造車科技的邊界，小鵬已經連續四年每年舉行一場
關於智能科技的發布會，在2022年的科技日上，小鵬圍繞智能駕駛、智能
交互、智能機器人、飛行汽車四個方面展開。老牌車企的新能源車同樣
積極朝向技術做突破，如廣汽埃安最新發布的超充技術，可以在5分鐘
內充電續航達200公里。

在智能艙方面，華為麒麟芯片、吉利自研智能座
艙芯片能做到基本不被國外卡脖子。系統方
面，比亞迪的BYD OS、華為Harmony OS
等也都可以和國際品牌平分秋色。

◆奇瑞汽車去年銷量增逾一倍。

◆蔚來汽車續航里程
部分達580公里。

中國新能源車的彎道超車仍在加速，越來越
多的中國品牌開始走出國門，受到海外市場的
廣泛歡迎。國產車無論在性能、技術、續航或
其他方面，都可讓全世界的消費者認同。
乘聯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23年1月中國
新能源乘用車出口7.4萬輛。其中，上汽乘用
車、比亞迪出口數量過萬，易捷特、長城汽車
等出口量逾千。另據中汽協提供的統計數據顯
示，2019年至2022年頭11個月，中國新能源
汽車出口量從7萬輛躍進至59.3萬輛，佔汽車
出口總量從7%攀升至21%。國務院發展研究
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王金照表示，2021
年中國新能源汽車出口佔全球三分之一，是全
球第一大新能源汽車出口大國。

產品效能不輸國際品牌
出口的高速增長，和中國新能源車的性能技

術不無關係。 新能源車最看重三大核心技
術：電池、電機以及電控。可以說中國品牌已
經和國際品牌到了不相上下，甚至還有創新趕
超的地步。如從比亞迪產品來看，旗下漢EV
超長續航版續航里程605公里、動力電池重
549公斤，與美國品牌特斯拉Model 3長續航
版續航里程668公里、動力電池477公斤比
較，已經很接近。另一型號海豹採用磷酸鐵鋰
刀片電池，續航能力700公里、動力電池重
558公斤，與特斯拉的長續航版不相伯仲。
電機方面，從上海電驅動顯示的一款國產

驅動電機產品數據來看，其功率密度已經達
到3.8 kW/kg（峰值功率/有效質量），轉矩
密度為7.1Nm/kg，與寶馬i3的驅動電機技術
指標處於同一水平。
在智能駕駛方面，中國品牌也在摸索合適

自己的技術。小鵬的自動駕駛感知系統走
「激光雷達＋視覺」路線，不同於特斯拉攝
像頭純視覺方案，小鵬的智能輔助駕駛系統
被認為更加符合中國的道路情況。

近九成出口亞洲與歐洲
就因為在技術、智能方面的競爭力，目前

亞洲、歐洲市場都成為中國新能源汽車主要
新增出口地區。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數據顯
示，2022年前三季，近90%中國新能源汽車

銷往這兩個地區。另根據全球電動汽車數據庫網站
EV-volumes數據顯示，2021年全球新能源車型銷量排名
前十車型中，有包括比亞迪秦Plus DM-i、理想ONE、
比亞迪漢 EV、長安奔奔E-Star等中國品牌車型入榜。

政策補貼及優惠逐步離場

◆中國汽
車產業目前無

論是產銷還是市場佔
有率均表現亮眼，且
技術上大有趕超國際

品牌之趨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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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3月20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