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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背景下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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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碳中和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考虑，汽车产业能源结构如何从传统化石能源逐步向氢能、燃料

电池等非化石能源转变是当前行业面对的挑战，将会改变整个行业形态。重庆作为我国重要的汽车基地，如何在本轮碳

中和革命中引领行业变革，是重要的研究课题。着眼于重庆市汽车产业升级路径，从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层面深入

探讨了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现状，剖析了存在的核心问题，相应地从政府政策、企业战略、技术创新方面给出了对

策，为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与规划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有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建设和布局，并对新能源汽车

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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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arbon neutra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sider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The major challenge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s to gradually replace traditional

fossil energy with non-fossil energy such as hydrogen energy and fuel cells. Concerning the emissions from

the transport sector, new energy vehicle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aching carbon neutrality. Chongqing,

as an important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base in China, needs to find a way to play a leading role to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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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t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upgrade path of automobile industry in

Chongqing and 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ongqing'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analyzed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re suggested

in terms of the policies, corporate strateg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The paper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new energy automobile industry in Chongqing.

Keywords: carbon neutrality; new energy vehicles;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path

当前，业界普遍认为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转

化，是汽车产业实现碳中和的可行路径。通常所说

的新能源汽车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程式混

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等。近年

来，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高速增长，2020年产量

已经达到了 255万辆，如图 1所示。在此背景下，

多个国家宣布将在不久的将来停售传统燃油汽车，

欧洲出台最严格的碳排放政策，车企纷纷对内部进

行结构重组，将重心转向新能源技术。

从区域分布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地区，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其次是欧洲

地区和北美地区。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都在通过

不同的方式和措施支持本国汽车产业实现转型升

级，逐步趋于低排放和零排放。

就我国而言，新能源市场已迈入政策与市场双

轮驱动阶段。在政策、技术推动和上下游厂商的积

极参与下，展现出了长期向好的趋势，预期在 2035
年，公共领域车辆将全面电动化，兑现中国面向国

际社会的碳排放承诺。

重庆市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

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四个扎实”的要

求，实施了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

行动计划。在汽车板块，先后出台了《重庆市新能

源汽车与智能汽车产业集群发展规划》《重庆市加

快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2018-2022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同时，通过

深入调研、广泛征集、专家咨询等方式，提炼出重

庆市汽车产业的优势技术和“卡脖子技术”，编制

了涵盖新能源汽车的《汽车摩拖车技术图谱》，围

绕产业链、创新链和供应链，梳理出“卡脖子技

术”，确定了技术短期、中期和远期攻关任务及目

标，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产业高地和技

术创新高地，为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2 重庆市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政策要素

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了 20多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产业体系 （9家乘用车企业、3家客车

企业、5家专用车企业以及约 30家核心配套企业），

形成了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汽研”）、招商局重庆车检院等专业检测

服务机构，具备下一阶段飞速发展的基础。2020
年，重庆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51 152辆，占全市汽车

产品的 3.2%，但与国家制定的 2025年 20% 占比的

目标，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同时疫情的冲击也影

响了整个行业发展。

2.1.1 政策变更

随着国家对非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逐步

退坡以及政策门槛的提高，新能源汽车行业受到相

应影响。对新能源行业来说，行业洗牌加速，内部

结构和资源配置逐步优化，从原先的政策引导转变

为市场主导，补贴的刺激作用逐渐消退，不再是行

（数据来源：中国工信部）

图1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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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动力。对消费者来说，补贴的下降以及当

前新能源汽车的技术难点未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可

能会导致消费者降低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由

图 4可知，前几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迅速增长是在国

家的购车补贴刺激下呈现出来的，自 2019年以来，

国家对新能源行业的补贴逐年退坡，销量增速明显

变缓，而重庆市新能源补贴也相较于去年减少了

10%。除此之外，重庆市对于新能源企业的扶持力

度相比于北京、深圳等城市还是有较大差距。在大

环境下调整政策是重庆市面临的问题之一。2021年
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方案（非公共领域）见表1。

2.1.2 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是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基础，

完善的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有利于挖掘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高质量的产业发

展。随着电动汽车数量的增加，对于充电桩、充电

站等配套充电设施的需求量变大。近年来，重庆市

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这类设施，但是电桩分

布不均、分布数量不足仍然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原

因一，目前充电桩运营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充电

服务费，为压缩运营成本，运营商重建设轻运营，

运营模式单一、利用率低下，导致短期内难以盈

利，持续亏损削弱运营商建桩积极性，大多数企业

都需要靠政策、资金来维持生计，致使整个行业缺

乏有效竞争而活力不足；原因二，部分居民区的电

力设备老旧、容量低，无法安装充电桩，导致私人

充电桩安装率偏低，致使公共领域充电难，因此，

推动私人充电桩的建设刻不容缓。

2.2 社会要素

“十四五”时期是重庆汽车产业格局重塑的关

键期，更是重庆能否抓住机遇构建全新产业优势和

技术优势，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期，鉴于上述

各项行动计划的紧迫性、制约性和贡献性，重庆整

图2 2016-2020年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汽研）

图3 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概况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图4 2019-2021年国内新能源汽车月销量柱状图

表1 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方案（非公共领域）

车辆类型

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含增程式）

电动车续驶里程R/km

300≤R≤400
R≥400

R≥50（NEDC工况）
R≥43（WLTC工况）

300≤R≤400
R≥400

R≥50（NEDC工况）
R≥43（WLTC工况）

补贴方案/万元

1.3
1.8
-

-

0.68
（数据来源：中国财政部）

注：1.纯电动乘用车单车补贴金额=Min｛里程补贴标准，车辆带电量

×400元｝×电池系统能量密度调整系数×车辆能耗调整系数；

2.对于非私人购买或者用于营运的新能源乘用车，按照相应补贴金

额的0.7倍给予补贴；

3.补贴前售价应在 30万元以下（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企业官方指

导价等为参考依据，“换电模式”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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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社会优势力量，已经筛选出几个优先行动项，以

确保万亿级汽车智能化产业目标和创新目标稳步达

成，见表2。
重庆市现有长安汽车、长安福特、金康新能源

等 8家乘用车企业、2家客车企业、5家货车企业，

以及 30余家零部件配套企业。2019年，全市共计

生产新能源汽车 5万辆，同比增长 24%，产值 80亿
元，同比增长 52%。在“整零”企业不断研发下，

长安汽车主流产品续驶里程已突破 600 km，小康股

份积极开发新能源汽车高端产品，并在美国硅谷设

立研发机构；比亚迪新型刀片电池技术成功落地璧

山高新区，规划产能达到 20 GWh；青山工业正抓

紧开发机电一体化耦合技术，并有望尽快投产；中

国汽研和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等国家级检

测机构正在建设动力电池、电驱动系统等关键部件

的试验和检测能力，国家新能源汽车监控管理平台

（西南分中心）已初步成形，安全预警能力正加速

提升；手持移动检测设备及在用车年检设备开发正

加速推进，有望率先实现国内市场投放应用。相关

产业构成见表3。
同时，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量和增长率都低于

汽车产业总体发展水平，总体规模偏小，对我市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带动能力不强，并且生产

的新能源汽车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主要在中低档市

场活跃，品牌溢价能力较弱，国际品牌竞争力有待

进一步提升。行业内的各个企业缺乏交流，导致行

业内的部分资源浪费，效率较低。

2.3 技术要素

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面临产业结构升

级、品牌竞争力提升、关键技术研发创新提升、产

业链条补强等问题。从当前的技术发展来看，新能

源汽车动力系统水平突飞猛进，逐渐具备与传统燃

油车正面竞争的技术实力。新能源汽车新欧洲行驶

循环 （New European Driving Cycle，NEDC） 最高

续驶里程已从 2012年的 200 km 增长至目前的 700
km 以上，20%～80% 快充时间已压缩至 30 min 以

内，整车成本下降 50%左右。整车关键性能逐步提

升的背后，是动力系统技术水平的大幅提升，即在

动力电池方面，系统能量密度已突破 180 Wh/kg大

关；电驱动系统实现性能 （功率密度、系统集成

度、最高效率和转速、绕组制造工艺、冷却散热技

术等）和关键零部件（车用 IGBT 芯片、双面冷却

IGBT模块封装和高功率密度电机控制器）双突破；

电控技术方面，整车企业基本实现自主研发生产整

车控制器 （Vehicle Control Unit，VCU） 及系统设

计，电池企业普遍具备电池管理系统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BMS） 开发调校能力，电驱

动系统企业也形成了电机控制单元（Motor Control

Unit，MCU）正向开发能力。整体而言，新能源汽

车电控已具备上层和底层控制软件的独立开发能

力，也可满足最新汽车开放系统架构（Automotive

Open System Architecture，AUTOSAR） 及功能安

全软件需求，当前新能源汽车技术进展见表4。
随着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投入，重庆市在新能

源汽车技术方面已经突破了一些壁垒，但是关键技

术研发创新不足，在整车、动力电池、充换电等领域

表2 汽车产业优先行动项

优先行动项

促进新能源汽车转增产

核心部件强基补链

夯实氢燃料电池基础

基础环境争先创优

产业发展要点

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及专用车

高性能动力电池、电驱动系统、移动
端/在用车年检设备、V2X 通信设备、
智能座舱、高精度雷达、线控底盘等

氢燃料电池整车、电堆系统、关键辅
件、新型储氢设备、相关检测

智能网联先导区、新能源汽车安全预
警平台、充电基础设施、加氢站等

技术创新要点

新一代整车平台技术、底盘一体化技术及关键共性技术

高能量密度/高安全性动力电池技术、下一代电池技术、高功率密度/多合一电
驱动系统技术、高便携性移动检测设备技术、高水平系统化年检设备技术、
5G-V2X车-路协同技术、智能座舱设计制造技术、高精度雷达技术、线控底盘
技术

整车集成技术、高性能/低成本电堆系统技术、循环泵/减压阀等关键辅件制造
技术、高水平/全产业链检测技术

云平台监控管理技术、基于大数据的新能源汽车安全预警技术、新型高倍率快
充技术、高压储氢/运氢/加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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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起步早、发展慢、跟跑等情况，制约着行业发展；

研发投入方面严重不足，与日本、德国等汽车制造业

先进车企相比落后不少，并且高端专业人才流失现

象严重，缺乏以创新驱动行业的发展模式。

3 重庆市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对策

3.1 政策优化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需要车企和政府的共同

努力，共同克服困难、解决难题。重庆市的新能源行

业基础较好，拥有长安、小康等多家实力强劲的老牌

汽车企业，因此，政府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可以推进

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制定政策。

（1）完善补贴政策。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购

买意愿是行业发展的动力，但是补贴政策的退坡，

使消费者的消费意愿降低，严重阻碍了行业的发

展。因此，可以在国家新能源补贴政策的前提下，

表3 重庆新能源汽车产业主要构成及优势梳理

细分领域

乘用车整车

商用车整车

高性能动力电池

BMS电池管理系统

固态电池

电驱动系统

电机控制器

充电机/桩

电动车热泵空调

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及安全监控

移动端及在用车年检设备

主要构成

长安汽车、金康新能源、长安福特、上通五、华晨鑫源、北京现代、新特汽车

重庆瑞驰、庆铃汽车、上依红、重庆铁马、重庆长帆、重庆迪马、长安跨越

比亚迪璧山工厂（20 GWh）、超威创元、安靠电源、国能动力、天津力神（签约）

比亚迪璧山工厂（20 GWh）、超威创元、安靠电源、国能动力、天津力神（签约）

－

重庆中铜、重庆瑞阳

恩智浦

国翰能源

－

中国汽研

中国汽研

优势梳理

☆☆☆
☆☆☆☆
☆☆☆
☆
☆
☆
☆
☆
☆

☆☆☆☆☆
☆☆

表4 新能源汽车技术进展

政策鼓励方向

整车平台技术

动力电池技术

电驱动系统技术

先进充电技术

新型电子部件技术

安全监控技术

检验检测技术

细分领域

乘用车整车

商用车整车

高性能动力电池

BMS

固态电池

电驱动系统

电机控制器

充电机/桩

电动汽车热泵空调

新能源汽车大数据及安全监控

检测设备

代表性技术创新点

纯电动最高续驶里程已突破700 km，20%~80%充电时间最短达到30 min，能耗最低达到
10.39 kWh；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续驶里程超过100 km，能耗最低达到0.9 L/（100 km）

纯电动客车最高续驶里程达到 892 km，单位能耗低于 0.15 kWh/（km·kg），快充倍率超
过15 C，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节油率普遍超过70%

磷酸铁锂电池：推出CTP刀片电池技术，实现小型化、高能量密度和安全性三者兼顾三
元锂：系统能量密度超过180Wh/kg，200~300 Wh/kg的高比能电池包已进入试验阶段

电池温度功能测量达到ASIL-D等级，常温SOC精度达到5%以内

36 Ah类固态软包三元锂电池通过国家强制性检验，能量密度达到 230Wh/kg，循环次数
达4 000次
开发了集成电机、控制器和减速器一体化总成，技术指标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开发出高性能碳化硅MOSFET电机控制模块，电流输出能力比传统硅基MOSFET驱动模
块高15%，综合损耗降低20%，温度循环寿命可达主流产品10倍以上

量产最大功率达到350 kW，行业正向350 kW、1 000 V/350A直流超大功率技术迈进

推出CO2热泵空调系统，包括CO2膨胀阀、单向阀、气液分离器等，其中电子膨胀阀实
现能效比（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COP）提高10％以上

基于 Hadoop大数据架构分布式设计，PB级数据存储和挖掘能力，可支持 300万辆汽车
数据接入，监控能力达到30 s/次刷新

目前固定环境的检测技术及设备均较成熟，但针对移动环境（手持）、在用车年检的专
用技术及设备均处于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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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提高对消费者的补贴。

（2）加大公共采购力度。鼓励政府单位和公共

交通领域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指定的车型能够刺

激车企之间的技术竞争，调动积极性；同时，新能

源汽车在公共领域的使用能够扩大示范效应，充分

体现新能源汽车的优越性。

（3）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随着新能源汽

车的销量逐年增加，以电动汽车为例，充电桩、充电

站等基础设施的不足是制约新能源汽车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用户越来越注重充电速度和充电桩位置

的便利性，尤其是在长途出行时，充电桩网络的全面

建设显得至关重要。因此，应该全面推进新能源汽

车的相关设施建设，将充电设施的建设纳入城市规

划中，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在公共停车场的充电桩数

量、充电站地点的规划，以及对住宅区充电桩的

建设。

3.2 制定企业战略

重庆市有很好的汽车行业基础，多家有实力的

整车企业和汽车零部件企业坐落于重庆，有较完整

的产业链。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形成产业链互动

模式，拓宽业务合作渠道，进行必要的信息共享和

技术共享，打破原有封闭的产业利益格局，进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开放式的合作平台。加快充

电桩、电池回收等周边基础支持性产业的发展，降

低消费者的使用成本和维修费用，发挥电力相对于

传统燃油的低成本优势。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不

能单靠某个企业，必须充分整合资源，打破原有

的、封闭的产业利益格局，实现整个产业系统的高

度共享，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并形成合力。

3.3 提高创新能力

近年来，在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大力支持

下，行业技术整体上进步很大，甚至赶超部分先进

技术，但是在一些核心技术上仍然落后，受制于

人。提高创新能力，以“创新驱动”的模式发展新

能源汽车技术是必要的，因此，政府牵头联合重庆

市各高校、研究院、新能源相关企业进行合作是提

升创新能力的措施之一，通过对“核心技术”的立

项，设立奖励制度与竞标机制，推动各个企业及研

究机构进行竞争。增加研发投入以突破关键性技术

难点，坚持科技强国，加大研发经费投入，解决高

成本、高风险的问题，只有技术成熟、规模生产，

才能扩大市场、激发需求。

4 结论

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是重庆市实现碳中和目标

的重要选择和必然路径。近年来，重庆市汽车产业

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对比美、日、欧等先进国家

和地区，以及我国的东部沿海发达城市，重庆市汽

车产业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重庆市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从 3个角度进行了剖

析，指出了政策层面、社会层面、技术层面的问

题，并提出走“创新驱动，政策支持”的道路才能

推动行业前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势不可挡，同时

智能网联汽车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也为新能源汽车产

业提供了发展方向，在未来不仅要重视产业融合，

推动新能源汽车与交通、新能源汽车与信息通信的

融合，还要在电动汽车的基础上，让更多技术和创

新模式融入进来，最终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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