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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新能源汽车规划 难题待解 
调查时间：2011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25 日 投票人数：2933 位 作者：盖世汽车研究院 
 
在发展起步阶段，来自政府方面优厚的激励措施被视为新能源汽车能最终得以推广和普及的

关键因素，这一点在国内外相关领域均已达成共识。而当下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最大驱动

力量，正是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政策、资金的大力扶持。 
 
以政府为后盾，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是否就能水到渠成，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催生又能否顺利

带动整个汽车工业的转型升级？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出台前夕，我们一份吸引到 2933 位业内人士参与的线上调查所反馈的结果却并不十分乐观。

如图 1 的投票结果显示，“至 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 500 万辆”和“500 亿资金引导突破新

能源技术壁垒”这两项规划中最为重要的阶段性目标分别被 37%和 34%的受访者认为“最

难实现”。不过“各级政府采购新能源汽车比例落实”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实现的难度似乎

要小的多，因为只有 14%受访者认为该目标难以实现，这也说明，业界对行政力量在新能

源汽车发展初期的干预所起的促进效用还是较为认可。 
 

 
图 1 

 
《规划》是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行政纲领，其中的多项目标可以看出政府对发展该产

业抱有极大的热情和美好的市场愿景。 
 
补贴资金迷局 
 
根据陆续被报道出来的信息，该《规划》由工信部、科技部等部委参与制定的，并已上报国

务院，正式出台的时间应该就在近期。其中主要的目标规划与去年 8 月公开征求意见的草案

相比，调整幅度不大。总目标主要为：2020 年能源汽车产销总量达到 500 万辆，其中，中、

重度混合动力乘用车所占比例达到 50%以上，并坚持以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作为汽车

工业转型的主要战略取向。政府财政将在未来十年中将累计投入千亿元用以打造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该笔资金具体分配中，所占一半达 500 亿元将用于支持产业技术研发，同时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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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配套、税收等环节给予支持，另外还将在 9 个方面的保障措施进行跟进。 
 
不过，这个在多部委缜密分析并经过反复推敲后制定的扶持政策，之所以上述两大目标被投

以多数否决票，业界主要还是基于这两年新能源汽车在技术攻坚上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突

破，市场突破口也未能找到等客观因素的考虑。 
 
在我们的线下调查采访中，十年累计投入 500 亿元扶持新能源汽车研发技术发展在多数受访

者看来普遍偏低。因为车载动力电池，不仅要求电池的高比能量、高比功率以及快速充电和

深度放电的性能，此外还要具备体积小、成本低和使用寿命长等特点，为此研发过程中不管

是人力、还是物力的投入都及其巨大。500 亿元相对于电池技术还在起步阶段的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而言，实则不高。通过对比国外政府在该领域的资金投入，我们也可以进一步了解

发展新能源汽车前期究竟要投入多大的资金。据有关数据显示，自 2007 年至今，美国联邦

政府累计拨出已经接近 300 亿美元的资金用以扶持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事实上，美国从上世

纪 70 年代就已经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陆续投入资金进行扶持。 
 
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 500 亿元引导新能源技术突破的资金在近七成，达 68%的受

访者看来很有可能还将被部分国内企业用于购买国外的二流技术，再借以这泊来技术申请更

多的政府补助资金（见图 2）。 
 

 
图 2 

 
对于这一结果，甚至也出乎了部分盖世汽车研究院专家顾问团的专家判断。不过，结合当下

国内整车厂全员皆“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盛况，实则滥竽充数者不乏其数。其中很大一部

分企业在传统燃油汽车技术方面尚处在研发起步阶段，纯电动车型却已经推出好几款，但其

实连真正的产品生产线还未建立。组装电动车，无疑就成了这部分企业套取政府资金补贴和

政策扶持便利性的筹码。 
 
当然也有近三成左右的受访者并未如此悲观。其中有 12%的受访者看好 500 亿元的资金投

入可以有效带动民间大量用于真正新能源技术突破的投资，另 16%的受访者则认为此举也

有望会带动外资加大用于中国市场的技术投入。事实上，在中国政府决意重点发展新能源汽

车尤其是纯电动汽车产业之后，多家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已经或正在寻求中国伙伴在相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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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领域开展业务。 
 
如 2009 年 12 月，美国 A123 与上海汽车成立上海捷新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共同开发、

生产和销售车用动力电池系统，并提供技术服务和其他售后服务；2010 年 4 月，总部设在

美国加州的 Better Place 公司牵手奇瑞共同谋划电动汽车产业化新途径；同年 5 月，德国戴

姆勒与比亚迪正式签署合同成立深圳比亚迪戴姆勒合资公司，为戴姆勒电动汽车结构和安全

领域的专用技术以及比亚迪汽车电池和驱动技术提供产品研发试验平台，等等。 
 
市场推广攻坚 
 
除了技术瓶颈的亟待突破，私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也左右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

景。目前，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主要还是集中在公共汽车领域（新能源公交客车和电动出租车

等），尽管“十一五”期间相关的市场推广工作已经着手做起来，在公共领域也已经有近万

辆的新能源汽车驶上街头，但私家车市场却纹丝未动，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推广的一大桎梏。

因此，在没有完全成熟的商业模式被开发出来之前，十年内新能源汽车相当于从零到 500
万辆的跨越，疑问重重。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虽然中央政府提出的千亿扶持计划中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实行了较高

的一次性补贴政策，类似上海、深圳（自 6 月 1 日起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等 5
个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等地方政府也提出了最高五六万元的补贴，

但只有占到 13%的受访者认为《规划》中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政策力度已经足够。认为

“略有不足”、“远远不够”和“说不清”的受访者比例分别占到了 14%、52%和 21%（见

图 3）。 
 

 
图 3 

 
通过线下的采访我们发现，认为政府在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政策还不足够的受访者中，主要

考虑的并不是针对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所采取的资金补贴，而是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环境

相对现有的燃油汽车消费环境在消费者看来并未有明显的改善。比如，城市开通新能源汽车

专用通道的规划没有被提及，便捷性的充电方案和电池的续航里程、耐用性以及电池报废后

的更换成本等，至今没有好的方案可以统筹解决这些问题。试想，一旦驾驶的纯电动汽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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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通勤的交通拥堵中出现电力不足问题是一起不敢想象的尴尬事件。当然，还包括新能源

汽车在售后环节中，诸如消费投诉、维修成本、零配件的价格等，消费者会普遍存有疑虑。 
 
也有受访者向我们表示，政府倡导绿色消费的宣传力度也不充分，“绿色用车”在绝大多数

消费者看来并没有以身作则去实践这一理念的冲动。而这确是塑造新能源汽车良好消费氛围

的基础。 
 
综合本期调查数据，我们认为仅凭一部《规划》很难全面且系统地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

程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到客观的预判。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理性地面对和从实际

角度出发考虑并解决问题，才是发展新能源汽车所应秉持的基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