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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策的逐渐明朗，过去一直
处于尴尬地位的混合动力汽车或将
迎来春天。

日前，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联
合发布了《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其中明确提
出，要形成“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
车和先进节能汽车梯次合理的产业
格局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引领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规划》指出，要加大汽车节能环
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推动先进燃油
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替代燃料汽车
的研发，促进车用能源多元化发展。

政府对待混合动力汽车态
度转变

业界分析认为，这显示，政府对
待混合动力技术路线的支持态度正
在不断明朗化。

据了解，新能源汽车通常指采用
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的
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
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氢发动机汽
车、其他新能源汽车等。

众所周知，纯电动汽车一直是我
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主要方向，然而
充电设施匮乏、续航里程短以及恶劣
天气下电池性能下降严重等问题，一
直制约着纯电动汽车的发展。

由于长时间摇不上号，家住北京
天通苑的李先生不得不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一辆纯电动汽车代步。据李
先生介绍，在家和公司之间，这辆纯
电动汽车“刚刚够用”，远远不能满足
他带家人郊游的需求。

显然，电动汽车在实际使用中与
传统汽车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与
此同时，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和人们
节能环保意识的增强，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随着公众对
环境需求的提高，到2030年，新能源
汽车的市场规模理论上将达到30万
亿元左右。而从目前汽车技术发展
的程度以及市场需求的角度看，混合
动力技术都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不过，由于之前国家对新能源汽
车的支持重点大都放在纯电动汽车
上，导致包括混合动力在内的其他类
型新能源汽车处境尴尬。

为此，今年两会期间，有关新能
源汽车的提案此起彼伏：协鑫（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柳崇禧推荐发
展氢燃料电池汽车；汉能控股集团董
事局主席李河君鼓励制造太阳能汽
车；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则再
度提出推广甲醇汽车。

而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
也重点提出，“要强化机动车尾气治
理，基本淘汰黄标车，加快淘汰老旧
机动车，对高排放机动车进行专项整
治，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汽车，在重点
区域加快推广使用国六标准燃油”，
首次将“新能源汽车”的提法改为“清
洁能源汽车”。

混合动力汽车等将被“扶
正”

业内人士认为，将“新能源汽车”

的提法改为“清洁能源汽车”，是对混
合动力技术的鼓励，意味着混合动力
汽车等原本不被政策重视的环保汽
车将被“扶正”，加上此次《规划》的出
台，混合动力汽车或将迎来快速发展
期。

奇瑞汽车前技术总监、科力远常
务副总张彤表示，国家提出“清洁能
源汽车”这一说法，是希望发展多样
化的能源，这在态度上是一个很大的
改变，是对混合动力技术的一种鼓
励。

博世电机总监夏伟说：“‘清洁
能源汽车’的提法更具包容力和前
瞻性。”无论是混合动力、燃料电
池、太阳能或者任何创新的技术路
线，只要能有效地降低能源消耗和
尾气排放并且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
染，都是政府鼓励和支持的发展方
向。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还指出，
到 2020年，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乘
用车降到5.0升/百公里、节能型汽车
燃料消耗量降到4.5升/百公里以下、
商用车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实施国六
排放标准，新能源汽车能耗处于国际
先进水平，汽车可回收利用率达到
95%；到2025年，新车平均燃料消耗
量乘用车降到4.0升/百公里、商用车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排放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新能源汽车能耗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汽车实际回收利用率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在节能、保卫蓝天中占据有
利位置

受此影响，业内预计，随着政府
“蓝天保卫战”的坚决实施和乘用车
行业油耗指标压力的不断增加，2017
年将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加入混合动
力市场，力争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市
场新旧势能的转化过程中占据有利
位置。

正因为如此，在刚结束不久的
2017上海车展上，混合动力车型成为
一大亮点，包括丰田、福特、奔驰、沃
尔沃等国际品牌，以及上汽、北汽等
自主品牌都推出了混合动力汽车产
品。

此次上海车展，丰田汽车展示了
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的两款概念车
与雷克萨斯 LS 500h 和 CT200h 混动
轿车，并计划在 2020年前将混合动
力车销售量占比提升至30%；而自主
品牌广汽传祺也推出了传祺GS4的
混合动力版SUV车型，搭载1.5升阿特
金森循环发动机和G-MC机电耦合系
统组成的混动系统，并将在今年年内
正式上市。

目前，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已具
备一定的技术积累和市场支持。例
如，在客车市场，混合动力车型已占
据一定的市场。据工信部数据统计，
今年3月份，国内插电式混合动力客
车市场共计生产车辆1085辆，比去年
同期增长141%，环比上涨258%，且宇
通、中通、福田等国内主流客车企业
已占据国内混合动力客车市场的主
要地位。 （李志勇）

4 月 25 日，工业和信息化
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发布《汽
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通
知。通知提到，力争经过十年持
续努力，迈入世界汽车强国行
列。

工信部推测，我国汽车产量
仍将保持平稳增长，预计 2020
年将达到 3000 万辆左右、2025
年将达到3500万辆左右。

制定相应目标 实现
“十年迈入世界汽车强
国行列”

1.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产业创新体系不断完善，企业创
新能力明显增强。动力系统、高
效传动系统、汽车电子等节能技
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动力电
池、驱动电机等关键核心技术处
于国际领先水平。到 2020 年，
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世界前十
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智能网联汽
车与国际同步发展；到2025年，
新能源汽车骨干企业在全球的
影响力和市场份额进一步提升，
智能网联汽车进入世界先进行
列。

2.全产业链实现安全可控。
突破车用传感器、车载芯片等先
进汽车电子以及轻量化新材料、
高端制造装备等产业链短板，培
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部件供
应商，形成从零部件到整车的完
整产业体系。到 2020 年，形成
若干家超过1000亿元规模的汽
车零部件企业集团，在部分关键
核心技术领域具备较强的国际
竞争优势；到2025年，形成若干
家进入全球前十的汽车零部件
企业集团。

3.中国品牌汽车全面发展。
中国品牌汽车产品品质明显提
高，品牌认可度、产品美誉度及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形成具有
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
在全球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的
地位明显提升，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形成全球创新引领能力。到
2020 年，打造若干世界知名汽
车品牌，商用车安全性能大幅提
高；到2025年，若干中国品牌汽
车企业产销量进入世界前十。

4.新型产业生态基本形成。
完成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物流
配送、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一体
化智能转型，实现人、车和环境
设施的智能互联和数据共享，形
成汽车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交通、能源、环保等融合发展的
新型智慧生态体系。到 2020

年，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汽车
后市场及服务业在价值链中的
比例达到 45%以上。到 2025
年，重点领域全面实现智能化，
汽车后市场及服务业在价值链
中的比例达到55%以上。

5.国际发展能力明显提升。
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形
成从技术到资本、营销、品牌等
多元化、深层次的合作模式，企
业国际化经营能力显著提升。
到 2020 年，中国品牌汽车逐步
实现向发达国家出口；到 2025
年，中国品牌汽车在全球影响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6.绿色发展水平大幅提高。
汽车节能环保水平和回收利用
率不断提高。到 2020 年，新车
平均燃料消耗量乘用车降到5.0
升/百公里、节能型汽车燃料消
耗量降到4.5升/百公里以下、商
用车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实施国
六排放标准，新能源汽车能耗处
于国际先进水平，汽车可回收利
用率达到95%；到2025年，新车
平均燃料消耗量乘用车降到4.0
升/百公里、商用车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排放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新能源汽车能耗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汽车实际回收利用率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突破重点领域 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

加快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到 2020 年，新能源
汽车年产销达到200万辆，动力
电池单体比能量达到300瓦时/
公斤以上，力争实现350瓦时/公
斤，系统比能量力争达到260瓦
时/公斤、成本降至 1 元/瓦时以
下。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占
汽车产销量的20%以上，动力电
池系统比能量达到350瓦时/公
斤。

加快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推进智能网联汽车
技术创新，着力推动关键零部
件研发，重点支持传感器、控制
芯片、北斗高精度定位、车载终
端、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研发
及产业化。组织开展应用试点
和示范，完善测试评价体系、法
律法规体系建设。

到 2020 年，汽车 DA（驾驶
辅助）、PA（部分自动驾驶）、CA
（有条件自动驾驶）系统新车装
配率超过50%，网联式驾驶辅助
系统装配率达到10%，满足智慧
交通城市建设需求。到 2025

年，汽车DA、PA、CA新车装配率
达 80%，其中 PA、CA 级新车装
配率达25%，高度和完全自动驾
驶汽车开始进入市场。

加大汽车节能环保技术的
研发和推广。到 2020 年，乘用
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 5
升/百公里、怠速启停等节能技
术应用率超过50%；到2025年，
乘用车新车平均燃料消耗量比
2020 年降低 20%、怠速启停等
节能技术实现普遍应用。

加速跨界融合 构建
新型产业生态

坚持跨界融合、开放发展，
以互联网与汽车产业深度融合
为方向，加快推进智能制造，推
动出行服务多样化，促进汽车产
品生命周期绿色化发展，构建泛
在互联、协同高效、动态感知、智
能决策的新型智慧生态体系。

到 2020 年，智能化水平大
幅提升；到2025年，骨干企业研
发、生产、销售等全面实现一体
化智能转型，主要产品单耗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未来10年，汽车
服务业在价值链中的比例年均
提高2个百分点。

提升质量品牌 打造
国际领军企业

坚持把质量建设和品牌建
设作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根本
要求，严格质量控制，加强品牌
培育，推进企业改革，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

建立和完善中国汽车质量
品牌培育和发展机制，鼓励行业
组织建立和推广中国汽车品牌
评价标准体系，开展汽车品牌价
值专业评价工作，引导行业企业
加强品牌培育；鼓励优势企业通
过收购国际知名汽车品牌和企
业，实施品牌培育的跨越发展。

到 2020 年，骨干汽车企业
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 4%左
右，新车平均故障率比2015年下
降30%，形成若干世界知名汽车
品牌；到2025年，骨干汽车企业
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 6%左
右，骨干企业新车平均故障率达
到国际一线品牌同等水平，若干
中国品牌汽车企业产销量进入
世界前十。

（吴晓琴）

2025年若干中国品牌汽车
企业产销量进入世界前十

工信部：
政策逐渐明朗

混合动力汽车或将迎来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