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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对于世界汽车产业和中国汽车产业而

言，经历了全球新冠疫情反复和供应链短缺的种种

困难，除了新能源汽车发展比较顺利以外，其他都

差强人意。但是，2021 年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历史

上很值得关注的一年，中国汽车产业从此进入了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会遇到

新的问题和挑战，也需要提出新的发展思路。

中国汽车产业进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新

阶段

回顾202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

中国交出了抗击新冠疫情的最佳成绩表，成功地遏

制了新冠疫情在我国的传播，保证了国民经济和人

民生活的正常进行。因此，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秩序

正常，自主创新顺利开展，技术进步明显。由于世

界供应链、特别是芯片供应紧张的影响，汽车产销

总体上与前年相当。但是值得全行业注意的是，中

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外在条件和内生动力都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中国汽车产业已进入创新驱动、绿色发

展的新阶段。

自主创新已成为驱动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首先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形势大好，产销超

过 300 万辆，增长超过一倍以上，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主要因素有四条：一是突破了技术关。续驶里程、

安全性能问题基本解决，解决冬季续驶里程问题的

技术也已成熟。动力电池总体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专用底盘设计、投产领先于世界。二是过了成本关。

中国动力电池售价率先达到了国际期望的每瓦时 0.1

美元，在政府补贴很少的前提下，绝大部分中国企

业生产新能源汽车有边际贡献，有些企业已有真实

的利润。三是过了市场关。私人用户占市场 80% 以

上，各个消费群体对新能源汽车认同度普遍大幅提

高。四是充换电设施建设跟上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

步伐。

其次是技术创新蓬勃开展，中国品牌汽车竞争

力明显增强。主要表现有四方面：一是中国品牌整

车市场价格突破 10 至 15 万元天花板。蔚来、红旗等

品牌价格达到 50 万元以上，20 万元至 30 万元价位

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车型比比皆是，中国品牌不再是

低质量、低成本的代名词。二是新技术来源不再主

要依赖引进技术，自主创新成为中国品牌整车企业

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三是新市场开拓能力明显增

强。上汽通用五菱的新能源汽车五菱宏光 mini 开拓

了国际品牌所没有的新市场领域。众多中国品牌汽

车也都在突破传统 4S 店销售模式、贴近市场开发产

品方面有诸多创新。四是原始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包括华为、亿华通、地平线等一大批创新

企业，或从其他相关产业转型，或由高校孵化，或

由整车企业集团内部产生，纷纷开展未来汽车新技

术原始创新活动，并且得到了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

第三，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汽车产业的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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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基地。主要原因是中国汽车技术创

新的环境和条件越来越好。一是随着经

济发展和国力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已

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二是中国有全球最

充足的科技人才资源；三是中国有良好

的互联网等新技术发展的氛围，中国汽

车市场对新技术接受程度高；四是在中

国新技术研究开发应用速度快，开发效

率高。因此，各大国际整车企业和零部

件企业加强在中国的研究开发活动。其

表现为：一是部分国际品牌整车企业在

中国开发车型已占中国市场的 1/3 以上；

二是众多国际品牌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都加强了

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提高了中国研究开发中心的级

别。其研究开发活动也正在由产品当地化开发转向

未来新技术研究开发。

以达成“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汽车产业

转型已成为行业共识

首先，国家已确立了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 年以前实现碳中和的宏伟目标。汽车产业作为

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汽车产品作为碳排放大

户的重要交通运输工具，必须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

况且，新能源汽车普及以后，还可以实现与智能电

网的互动，成为全社会减碳的重要途径。

其次，实现汽车产业和汽车产品的转型，转向

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汽车产业的共识。这一转型

不但包括汽车动力由石油、天然气为主转向更有利

于利用绿色能源的电力和氢能，还包括汽车产品全

产业链制造都要转向绿色发展。今后，世界范围的

汽车产业竞争，除性能、质量、成本、服务以外，

还会增加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赛道。中国

汽车产业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汽车产业，应该成为绿

色转型的主力。

第三，市场升级和用户环保意识的提高，为中

国汽车产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保障。

以新思路应对新阶段的新挑战

中国汽车产业进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新阶

段以后，企业发展的驱动力、产业内的生态、生产

企业与供应链及销售端的关系，以及政府管理汽车

产业发展的思路，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面临诸多

新挑战。很多在跟随发展阶段成功的经验已不再适

用，甚至会成为创新发展的障碍。所以全行业乃至

政府管理部门都需要有新的思路来应对新阶段的新

挑战。

整车生产企业

首先是技术来源主要由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转向

自主创新发展。企业需要加大对新技术研发的投入

力度，要加大与科研单位、高等学校以及创新型企

业合作的力度。要加强对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与招聘，

研究型设备的研发与采购。要重新考虑企业内部研

究开发部门的机构设置，包括增加电化学及新型电

子电气架构的研究部门，优化产品开发部门与前瞻

技术研究部门的关系等等。

其次是供应链重整。整车与零部件的关系不再

是简单的“你卖我买、你造我用”，单纯关注性能、

街头充电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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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交货期。整车企业需要加强零部件集成的能

力，要把零部件的新技术、新功能变成用户确实能

感觉到的、喜欢的新体验。对于创新型企业提供的

可能还不够成熟的新技术和新部件，整车企业需要

帮助它成熟，达到车规级。

第三是销售和服务环节。在交通、通讯条件取

得巨大进步，互联网已经普及的今天，用户需要更

加直接的响应。整车企业需要改进或改变以 4S 店

为主的间接销售服务模式。企业要与用户建立直接

的联系，质量维护部门要给用户及时的反应，研究

开发部门要及时了解用户的抱怨和改进意见，以便

迅速改进产品。软件的在线升级模式将成为改善用

户体验的主要渠道，并可能成为整车企业获利的重

要模式。

零部件生产企业

首先也要考虑技术来源主要由引进技术消化吸

收转向自主创新发展。也要加大研究开发力度，改

善技术进步模式。

其次，单纯为整车厂服务的思路需要改变。要

注重新技术、新型零部件的用户体验，协助整车企

业做好技术集成和用户体验穿透。

第三，因应供应链重整新趋势，注重新技术、

新型零部件生态建设，重建与整车企业的关系。博

世中国提出不但要做好一级供应商，还要做好二级

供应商，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第四，针对部分中国整车企业技术积累薄弱的

现实情况，零部件企业还应有帮助整车企业用好新

技术的准备。

外资企业

在中国汽车产业进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新阶

段后，外资企业可能会有失落感。原有的技术优势

逐渐丧失，中方合作伙伴实力增强，市场竞争更加

激烈，各地方政府的欢迎与优惠程度也有所下降。

但是在新阶段，也有更加有利于外资企业发展的一

面。包括中国外资环境进一步改善，合资企业的中

方贡献度增加，中国新技术创新条件明显改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更加完善。中国仍然是潜力最大的

市场，同时正在成为创新发展的热土。

建议：一方面要调整战略。要改变单纯将中国

视为巨大市场的观点，加强在中国的研究开发投入，

包括针对未来新技术的投入。另一方面，更加重视

与中国伙伴和其他中国企业的合作，以更加平等的

态度对待中方合作伙伴，同时注重区域内产业链建

设。

新技术创新企业

中国汽车产业进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新阶段，

创新条件大为改善，资本市场密切关注支持，新技

术创新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建议新技术创新企

业要密切关注汽车产业发展规律和汽车产品的特殊

要求，迅速融入中国汽车产业。

首先，产品要达到车规级要求。汽车是集新技

术之大成的产品。新技术、新型零部件应用于汽车

产品，需要达到车规级。主要包括质量和产品一致

性要达到 ppm 级，成本比一般消费产品要低 1 到 2

小鹏 蔚来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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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数量级。好处是会有大批量、长期供应的市场。

其次，汽车是长周期产品，整车企业对于主要

零部件不接受独家供货，有一定实力的整车企业也

不接受黑盒子供货。所以，新技术创新企业要注重

与整车企业的合作，要注重新技术生态的建设。

汽车行业层面

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新阶段，整个汽车产业

的生态都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全行业都要跟上

这个变化。

首先，在创新发展阶段，需要有适应创新的生

态。目前，动力电池技术还需要发展完善，智能网

联汽车各项技术还不完全成熟，新型电子电气构架

正在形成。因此，全产业链、全技术链都需要密切

合作，相互配合，形成有利于新技术发展完善的生

态。这与引进技术、跟随发展阶段大不一样。在跟

随发展阶段，由于技术已基本定型，企业的主要任

务是抢占资源，竞争发展。谁能够争取到政府批准

建立合资企业引进技术，谁就抢得了发展的先机。

在抢占资源以后，企业的主要任务也是管好质量，

降低成本，搞好销售。与友商合作是第二位的任务。

而在创新发展阶段，组织密切合作的技术链，团结

合作突破关键技术，建立相对完善的供应链，才能

真正实现新技术的市场应用。将新技术发展完善，

并且建成相应的生态和供应链，是第一位的任务。

友商之间相互竞争，应该排在第二位。

其次，在绿色发展方面，除了需要突破关键技

术以外，还需要把握市场节奏。绿色发展是人类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但绿色发展往往也意味

着成本提高。企业孤军冒进会增大运营风险。因此，

非常需要行业形成技术进步的群体，共同把握技术

进步的节奏。还需要与政府有良好的互动，营造适

应绿色发展的法律法规环境。

第三，在创新引领、绿色发展阶段，需要大量

适应新技术应用的新标准，还需要建立把握全行业

进步节奏的法律法规。这方面，行业协会、工程学

会、各个产业联盟责无旁贷。这是单个企业无法完

成的任务，国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引用。这就

需要行业组织广泛联合行业，与政府管理部门反复

沟通。另外，在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

需要构建在目标市场适应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生态

环境，各行业组织对此也有独特的优势和不可推卸

的责任。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汽车产业进入中国时，

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政府相关管理部门

首先，需要政府导向，建立有利于创新发展的

社会环境。政府要加大力度重点支持基础技术、共

性技术发展，在汽车新技术发展重点区域，建立技

术服务平台。对于产品技术，政府应采取技术中立

路线，支持、允许多种技术路线发展。

其次，法律法规要包容新技术发展，建立对新

技术包容的“沙盒”管理或者“豁免”制度。要注

重掌握技术进步、用户利益和产业安全之间的平衡，

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局面出现。要及时

修订不利于新技术发展的法律法规。

第三，主管不同领域的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强合

作，形成促进新技术发展的合力。技术进步、产品

管理与基础设施建设要互相配合，互相适应。

第四，因为新技术发展和市场培育需要时间，

促进新技术发展的相关政策应保持一个较长的周期。

第五，在新阶段，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市场对

于产能过剩有很强的抑制作用，政府有关部门可适

当放松关于产能的控制。应允许企业之间“代工”，

这样有利于创新型企业迅速进入产业化阶段，也有

利于过剩产能的利用。应降低其他行业进入汽车行

业的壁垒，支持更多的新技术进入汽车行业，促进

汽车行业的创新发展。

总而言之，进入新阶段，面临新挑战，需要新

思路。无论如何，中国汽车产业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有着更强的行业实力，有着更好的发展环境，我们

建设汽车强国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