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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内涵与定位

p 以电力和氢气为代

表的载体能源具有

来源多样化、驱动

高效率和运行零排

放的技术特征。

p 氢燃料电池汽车和

电动汽车，各有定

位、并存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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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市场情况

p 2020年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完成136.7万辆，同比增长10.9%；

p 2021年1-2月份，延续2020年下半年的发展态势，销量同比增长超过3倍，且销量连续8个月刷新当月历

史记录。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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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全年新能源乘用车企业销量TOP10

p 整体（纯电+插混）：2020全年，从新能源乘用车整体销量分企业排名来看，年销超过10万辆的共三家，其中

比亚迪累销17.91万辆领先；五菱累销17.79万辆；特斯拉累销13.75万辆。

p 纯电动：2020年全年，五菱以绝对优势在纯电动领域排名第一；而比亚迪刨去插混后，被特斯拉超越。

p 插电混动：2020年全年，累计销量超过2万辆的企业共7家，比亚迪居首；造车新势力理想汽车稳居第二位。
2020年全年纯电动企业销量TOP10 2020年全年插电混动企业销量TOP10

(单位:辆)
(单位:辆) (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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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20年全年，单一车型贡献度来看，累计销量超过1万辆车型共有33款，其中特斯拉Model 3累销13.75

万辆；宏光MINI EV累销12.77万辆，排名第二；秦EV、欧拉R1和Aion S均超过4万辆。

p 从主力车型的贡献度来看，呈分化趋势，如特斯拉、奇瑞、长城、广汽、五菱等近七成以上销量均由一款

车型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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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年全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TOP10企业及主力车型（本企业占比≥10%）（单位：辆）

上汽乘用车
78,256

前十车企销量占比：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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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20年全年，30家造车新势力合计上险数29.25万辆。特斯拉全年累计上险量高达13.85万辆，在所有新势

力中占比接近半数，持续领先；排在其后的蔚来全年累计上险量为4.33万辆，小鹏和理想分别为2.73万辆和

2.69万辆。前六家过万车企累计上险量总和为26.77万辆，掌控了所有新势力中91.51%份额。

2020年全年新势力新能源乘用车上险数

(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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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

84.42%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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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20年全年新能源乘用车上险数分省份、城市、能源类别、使用性质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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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纯电动汽车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全面提升
• 整车能耗、续驶里程、智能化应用等综合性能实现全面进步，产品竞争力显著提高。

• 动力电池技术和规模进入世界前列，驱动电机与国外先进水平同步发展。

• 充电设施建设初步满足发展要求，智能充电、V2G等前瞻技术进入示范测试阶段。

新能源汽车技术现状

p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相关技术性能提前实现目标
• 2019年，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B状态燃料消耗量达到4.3L/100km, 相比乘用车平均水平节油25.9%，提前实现

技术路线图1.0版2020年目标5L/100km。

• 自主品牌车企根据各自的技术积累和优势，推出了不同类型的新型机电耦合装置。

p 氢燃料电池汽车加快进入示范导入期
• 氢燃料电池客车续驶里程、百公里氢耗量、最高车速等，商用车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功率密度、冷启动温度、

寿命等，均实现或超额完成2020年目标，商用车燃料电池系统多项技术指标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同步

• 实现了电堆、压缩机、DC/DC变换器、氢气循环装置等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

• 在催化剂、炭纸、质子交换膜等燃料电池关键材料和部件基础较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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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9

9.48

4.13 3.55 3.32 2.24 1.18 0.95 0.92 0.85

宁德时代 比亚迪 LG化学 中航锂电 国轩高科 松下 亿纬锂能 瑞浦能源 力神电池 孚能科技

2020年全年我国动力电池企业装车量累计排名（单位：
GWh）

p 2020年全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共计72家动力电池企业实现装车配套，较去年同期减少3家，排名前3家、

前5家、前10家动力电池企业动力电池装车量分别为45.4GWh、52.3GWh和58.4GWh，占总装车量比分别

为71.3%、82.1%和91.8%。

50%
占
比 15%

7% 6% 5% 4% 2% 2% 1% 1%

2020年12月及全年动力电池销量(单位:MWh)

材料种类 2020年累计 累计同比

三元材料 34,770.0 -34.4%

磷酸铁锂 30,718.9 49.2%

锰酸锂 228.2 -86.5%

钛酸锂 155.6 -60.5%

合计 65,872.7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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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动力电池技术创新加速

刀片电池系统 CTP电池系统

n 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已达到300Wh/kg，动力电池低温适应性技术取得新突破。    

n 扁平化和超长结构叠片工艺、动力电池与车辆电动化底盘一体化等创新，大幅提升系统能量密度。

近期需要解决的问题：

n 单体电池：正极从低钴向无钴、负极加硅、功能电解液和隔膜，正负极干法制备工艺等研发。

n 电池系统：用智能化技术优化热管理系统，解决冬季预热加温；充电中和满充后降温散热等安全问题。

中长期发展的趋势：

n 持续推进热失控及热扩散防控，大数据安全预警技术等，提升电池系统的安全性。

n 要加强正负极材料、固态电解质、特别是各界面特性的基础研究，系统推进固态电池原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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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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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部

战略咨询委员会和工业

和信息化部委托，组织

行业开展《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技术路线图》编

制工作

2015 2016.10 2019.3.19

• 召开启动会，正式启动

2.0编制工作

2019.5.28

p 2016年至今，持续开展了深化研究和动态评估工作，发布2017、2018、2019年度评估报告。路线图

发布以来，在支撑政府行业管理、引领产业技术创新及引导社会资源集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p 新形势下，技术发展日新月异，适时启动技术路线图2.0编制工作重要而紧迫

p 路线图2.0编制工作将有力地支撑我国面向2035新能源汽车规划研究及十四五科技规划的研究工作。

• 召开路线图
2.0筹备会

•正式发布路线
图1.0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

n 1000多位专家参与路线图2.0研究与编

制工作，涉及汽车、能源、材料、化

工、信息与通讯、人工智能、大数据、

交通、城市规划等相关领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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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主要里程碑

p 至2035年，
• 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年销量各占50%，汽车产业实现电动化转型

• 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达到100万辆左右，商用车实现氢动力转型

• 各类网联式高度自动驾驶车辆在国内广泛运行，中国方案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能源、智能交通、智慧城市深度融合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主

要

里

程

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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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35年，新能源汽车占汽车总销量50%以

上，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汽车的95%以上

p 在纯电动汽车领域，实现纯电动技术在家

庭用车、公务用车、出租车、租赁服务用

车以及短途商用车等领域的推广应用

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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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将发展氢燃料电池商用车作为整个氢能燃料电池行业的突破口，以客车和城市物流车为切入领域，重

点在可再生能源制氢和工业副产氢丰富的区域推广中大型客车、物流车，逐步推广至载重量大、长距

离的中重卡、牵引车、港口拖车及乘用车等

p 2030-2035年，实现氢能及燃料电池汽车的大规模推广应用，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达到100万辆左右；

完全掌握燃料电池核心关键技术，建立完备的燃料电池材料、部件、系统的制备与生产产业链

燃料电池汽车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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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电池

p 路线图涵盖能量型、能量功率

兼顾型和功率型三大技术类别，

涵盖乘用车和商用车两大应用

领域；

p 面向普及、商用、高端三类应

用场景，实现动力电池单体、

系统集成、新体系动力电池、

关键材料、制造技术及关键装

备、测试评价、梯次利用及回

收利用等产业链条全覆盖；

p 至203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技术总体居于国际领先

地位，动力电池产业链完整、

自主、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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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电机：高比功率、高效、低成本永磁驱动

电机设计与工艺技术（例如，高速化、扁

线/圆线精排、定子铁心拼块、集成油冷、

复合冷却）；开发新结构电机/新材料/轻

量化电机技术，轻量化一体壳体技术、高

效散热与密封技术、轴承电腐蚀与耐久技

术、高压安全与防护技术以及高效异步电

机制造工艺技术等。

p 控制器：电力电子集成设计与新型拓扑；

宽禁带功率半导体器件与无源器件。

p 驱动系统：模块化电驱动总成技术（共用

壳体、轴、冷却），高效冷却系统设计；

集中式与分布式电驱动桥设计等。

2025年 2030年

n 总体技术路线图

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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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以构建慢充普遍覆盖、快充（换电）

网络化部署来满足不同充电需求的

立体充电体系为目标，实现充电设

施网络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协调发展，

建立布局合理、集约高效、绿色安

全和性能优异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p 至2035年，建成慢充桩端口达1.5

亿端以上（含自有桩及公共桩），

公共快充端口（含专用车领域）

146万端，支撑1.5亿辆以上车辆

充电运行，同时实现城市出租车/

网约车共享换电模式的大规模应用。

充电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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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政策”双轮驱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化发展

延长补贴政策和免征购置
税政策期限

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
拓展农村新兴市场

新能源汽车中长期规划加大充电桩等 “ 新 基 建 ”
投入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发展改

革委：延长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政策

至2022年底。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自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

税。

国 办 ： 《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1-2035年）。

目标：到2025年，纯电动乘用车新车平

均电耗降至12.0千瓦时/百公里，新能源

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

的20%左右，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限定

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充换电服

务便利性显著提高。

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组织

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用绿色、智能、

安全、适用的新能源汽车引导农村汽车

消费直接跨入电动化，引导农村居民出

行方式升级，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

振兴战略。7月24日首场活动以来，已

销售4万多辆

政府工作报告：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

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

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充电桩建设现状：截至2020年9月，全

国已累计建设充电站4.23万座，换电站

525座；公共充电桩60.6万个，私人桩

81.2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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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大规模普及还面临的挑战

p 2020年，新能源汽车召回45次，涉及车辆35.7万辆。其中“三电系统”缺陷召回11.2万辆；召回

主要原因：动力电池内部短路发热、BMS程序错误、动力模块处理策略故障、电机及控制接地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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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p 提升安全性需从设计、制造、使用、维护保养、回收利用全生命周期建立“本体安全、主动

安全、过程安全、应急安全”的四级安全防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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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气候 

p电动汽车全气候适应性受到广泛关注，仍需解决低温制热、高温冷却等问题；

p整车加快一体化热管理技术研究，包括：乘员舱、热泵系统、电池、电机等；

全气候电池单体自加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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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 

p 产销规模边际效益下降，企业单车利润进一步下降，随着市场竞争加剧，进一步下降；

p 与传统汽车相比，新能源汽车成本仍较高，面临较大成本压力；

p 根据2020世界新能源汽车大会共识：通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力争到2025年前后

纯电动汽车基本具备完全市场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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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 

p 截止到2020年12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168.1万台，同比增长37.9%。 

p 截至2020年12月，公共类充电桩80.7万台，其中交流充电桩49.8万台、直流充电桩30.9万台、

交直流一体充电桩481台。最近一年，月均新增公共类充电桩约2.4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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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2个月随车配建充电设施保有量（单位：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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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020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

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

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碳达峰、碳中和 

如何使电动汽车减排效应最大化？

p 能源、电力、制造等环节与新能源汽车推广的协同
发展考虑，促进汽车的生命周期排放

汽油与纯电动乘用车的能耗与燃料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汽油与纯电动乘用车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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