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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EVTANK、marklines，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ACEA，乘联会、国家统计局，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车百在线、国网能源研究院，车百智库整理测算

中国将进一步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风向标”

中国继续保持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地位

 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1465.3万辆，中、美、欧分别为949.5万、146.8万、294.8万，中国占比超60%；

预计2024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2000万辆，中国仍将会贡献全球销量的60%。

在定义下一代汽车中，中国因素会越来越多

电池、电机、智能座舱等关键技术和生产水平全球领先，大规模量产动力电池单体能量密度达到300瓦时/公斤， 

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续驶里程超过460公里，诸多新技术优先在中国出现并落地；
 2024年是定义下一代汽车产品的关键阶段，中国市场、技术、平台的因素将发挥重要作用，引领全球产业转型。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占据重要市场地位

 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快速崛起，比亚迪全年销售302万辆,成为新能源乘用车领域全球销量最高的车企， 

前十位中中国企业占据5席，合计占比达43%；
基于电动化产品、市场的突破，2024年国内企业将延续崛起势头，出现新的全球品牌，预计将新增1-2家企业 
进入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前十，份额提升至45%。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优势地位进一步提升

中国加速成为全球汽车供应链中心。2023动力和其他电池累计产量/装车量分别778.1GWhGWh/387.7GWh，  
动力电池及上游材料出货量占全球50%以上；

预计2024年中国动力电池及材料出货量仍将占全球50%以上，并将通过全球合作和海外产能布局加速落地。

全球



一、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成为拉动投资、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23年中国汽车整体销量突破3000万辆，新能源车增长势头延续，逐步迈进千万量级时代。预计 2024年势头 

仍将延续，汽车类零售额将突破5万亿元，其中新能源汽车突破2万亿元；
产业发展将持续拉动基础设施、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汽车智能化等领域的投融资。

带动产业技术创新与落地

新能源汽车融汇绿色能源、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多项变革技术，成为新技术落地应用的重要载体；
汽车更新迭代速度进一步加快，2023年累计推出车型1100余款，其中纯电占比70%，车型更迭缩短至1-2年。

充分发挥绿色低碳发展效能

截止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2041万辆。预计2024年将接近3000万辆，其中纯电动占比约80%；  
2023年，全国新能源汽车碳减排量累计超8000万吨，预计2024年全国新能源汽车减排量将超过1亿吨。

带动国际贸易、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

全球气候行动紧迫，新能源汽车愈发成为当前全球经济、贸易、技术、供应链等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
产业低碳、绿色转型对话合作频繁。预计2024年新能源出口规模延续增长，类似国轩、蔚来、零跑的技术及 
资本合作及企业海外的本地化发展将进一步突破。

新能源汽车将成为拉动经济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marklines，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ACEA，乘联会、国家统计局，新能源汽车国家大数据联盟、车百在线、国网能源研究院，车百智库整理测算

中国



固态电池

二、产业竞争格局进入深度重塑期

到2030年将建立150GWh/年的国内制造 
基地，全球生产能力达到600GWh/年

省份 2023年汽车产量 2023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新能源汽车占比

广东 519.19 227.19 48.2%

广东省 519.19 253.18 48.76%

重庆市 231.79 50.03 21.58%

上海市 215.61 128.68 59.68%

安徽省 208.8 37.95 18.18%

山东省 197.39 18.83 9.54%

湖北省 178.99 38.83 21.69%

江苏省 165.03 69.39 42.05%

吉林省 155.89 11.78 7.56%

浙江省 152.59 59.72 39.14%

陕西省 147.01 105.19 71.55%

城市 2025年目标产量 2025年规划产值

合肥 产能超300万辆 3000亿

杭州 产销量超300万辆 2500亿

深圳 产量超200万辆

广州 产能超200万辆

西安 产量150万辆以上

上海 产量超120万辆 3500亿

重庆 产量100万辆

成都 产量100万辆 1500亿

南京 产销量100万辆 3000亿

长沙 产量100万辆以上（匡算）

新能源 
汽车百 
万辆产 
量和千 
亿产值 
成为基 
本门槛

创新研发 风险投资

人才聚集 科技集聚

电动化产品

智能化 9月全球第500万辆整车下线

2020年以来在华新能源和智 
能化投资超过600亿元

“资本换技术”

新汽车 
产业集 
群迅速 
崛起， 
汽车铁 
锈地带 
有扩大 
风险

国家之间的竞争将进一步深化

区域竞争格局加速分化

蓄电池产业战略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国家统计局， MarkLines，上险数，乘联会，央视网，智驾网

（本数据为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由于部分企业产量未 

核算到生产地，与部分区域实际产量情况有一定偏差）



跨国与合资企业转型分水岭

二、产业竞争格局进入深度重塑期

日产汽车中国战略

大众”在中国，为中国”战略

2024年下 
半年推出  
4 款 日 产 
新能源车

合资公司推出 
6款“在中国、 
为中国”新能 
源车型

从中国出 
口规模达 
到10万辆

材料 电池芯片 软件 …

关键产业、关键部件仍是影响格局重塑的关键

企业竞争进入优胜劣汰加速期

将在三年内推出专 
为中国市场设计的 
新电动车平台

电动汽车测试周 
期从三个月缩短 
至一个月

10.5%

8.5%

81.0%

跨国合资汽车品牌特斯拉品牌 

自主汽车品牌

2023年不同新能源汽车品 
牌中国销量占比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国家统计局， MarkLines，上险数，乘联会，央视网，智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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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 301.3

特斯拉中国 94.8

； 吉利汽车
集团

48.7

广汽埃安 48.00

上汽通用五菱 44.3

长安汽车 43.2

理想汽车 37.60

上汽乘用车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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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超 
过30万的企业由2022 
年4家变为2023年7家 
恒驰、爱驰、雷丁等 
造车新势力相继被曝 
出经营不善的问题。

雷诺、铃木、菲亚特等跨国车企也已相继退出中国市场

车 
企 
累 
计 
市 
占 
率

2024年将迅速出现一批百万辆级别企业和品牌，市场集中 
度越来越高，呈现出“强者恒强，分化加剧” 的局面。

2023CR10为77.9%，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新能源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发销量占比）



三、企业发展环境将会呈现更加内卷的特征

将进入内卷2.0时代，企业面临新车型密集发布、产品迭代加快、消费需求多元化个性化等竞争日趋激烈的发展环境

新能源车 
型更新迭 
代密集， 
消费需求 
升级速度 
加快。

项目名称 预计时长 二级项目

，
全新/换代项目 30-40个月

全新架构新车型

已有平台新车型

同平台衍生换代

中改款 12-24个月
中改款项目

换三电项目

小改款/年度款 8-12个月 小改款项目

产品开发 
周期缩短 
进入“摩 
尔时代”

市场变化 
是助推器， 
对企业是 
挑战也是 
机遇（ 高 
频、多元、 
个性化消 
费）

资料来源：有驾，方正证券

资料来源：《2023百度汽车行业洞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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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车百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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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发展环境将会呈现更加内卷的特征

企业将从提升产品差异化、加快全生命周期布局、商业模式创新等多方位发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拓宽价值链。

汽车全生命周期布局， 
加快拓展边界 商业模式创新增速

全生命 
周期

绿色 
制造 车辆 

销售

金融 
保险

能源 
服务

检验 
检测维修 

保养

后装 
改装

数据 
信息

梯次 
利用

报废 
回收

智能化 补能效率
（大功率 
充电）

售后服 
务

产品差异化

国产化 
率

功能体 
验

从用户需求出发，提升产品差异化竞争力

功能 
化IP 
授权

融资 
租赁

数字 
化服 
务

电池 车联 功能 车辆 
银行 网 订阅 运营

换电 充电 软件 
服务 服务 升级

共享 
服务



四、产业发展以存量结构调整优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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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T桔子，PwC，iCVTank，车百智库整理

产业链部分环节进入收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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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金额（亿元） 投资数量

有关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乘用车生产企业总产能约为4289万辆，产能利 

用率为54.5％，产能排名前20位的乘用车企业产能利用率仅为49.6％。

电池企业进入产能释放期

电池联盟数据表示，截止2022年底，中国动力电池产能为  

1260Gwh，截止到2023年6月底为1860Gwh。2022年中国 

动力电池产能利用率为51.6%，2023年已降至41%左右。

整车产能进入调整阶段

传统车产能油改电是重点任务

早期建设的电动汽车产能，部分由 
于规模不足，需要进一步升级重组

某企业动力电池产能利用率

83.40%

芯片投资进入收缩期，尾部企业面临融资压力

国内有超过300家汽车芯片企业，市占率正快速向头部 

企业集中。在投融资及量产双重压力下，汽车芯片行 

业将迎来“淘汰赛”。
我国芯片投融资数量及金额

1783.26



四、产业发展以存量结构调整优化为主

资料来源：IT桔子，PwC，iCVTank，车百智库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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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逐渐成为行业重要的融资渠道，但是融资规模较小

国内头部整车企业对于海外资本仍具有一定吸引力

投融资主体 详情

蔚来
+CYVN

2023年12月蔚来获阿布扎比CYVN Holdings22亿美元战略投资

2023年7月，获CYVN11亿美元战略投资

小鹏+大众 2023年7月，大众向小鹏汽车增资约7亿美元

零跑
+Stellantis

2023年12月，零跑汽车获Stellantis汽车集团15亿欧元投资

国际整车领域存在被国内车企并购重组的机会



五、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发展模式

2023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量120.3万辆，增速达77.6%，

预计2024年新能源汽车海外销售规模将突破180万辆，

增速达50%，占整车出口的比例达30%。

数据来源：中汽协，公开资料，车百智库预测

在货物贸易基础上，结合目的国 

政策、产业基础，拓展本地化建 

厂生产、营销模式；2024整车 

企业在东盟、拉美及电池企业在 

欧洲等地本地产能将加速落地。

贸易+本地化建厂模式

凭借产品性能优势及价格竞争力， 

通过货物贸易模式将整车出口到 

欧洲、东盟、澳新等海外市场，  

伴随海外市场需求及国内产品和 

布局突破，规模将进一步增长。

国内生产+贸易出口模式

合资企业利用国内产业链优势结 

合海外品牌打开国际市场。如东 

风与雷诺合资-东风易捷特在国内 

生产的车型贴牌达契亚在欧洲销 

售，2022年达契亚春天在欧洲销 

量接近5万辆；名爵、极星等。

国内生产+海外品牌模式

通过同国外企业的股权合作，推 

动技术、产品、管理、海外市场 

拓展等层面的深度合作； 如 

Stellantis15亿欧元获零跑20% 

股权，双方成立合资公司“零跑 

国际” 开展对外出口业务。

股权合作+海外渠道模式

本地化产销及技术合作等多元模式进入加速落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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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商用车新能源化智能化将同步加速转型

依托于公共领域全面电动化、绿色货运配送、换电模式应用试点、燃料电池汽车城市群等示范工程，预计2024年新能源 
商用车将”量””率”双增，销量突破60万，渗透率达15%。

资料来源：中汽协

乘用车  

88%

商用车  

55%

乘用车  

45%

保有量结构 碳排放结构

商用车  

12%

公共领域全面电动化

• 15个试点城市
• 推广数量超60万辆
• 70万台充电桩和0.78万座换电站
• 车型包括城市公交车、环卫车、邮政 

快递车、城市物流配送车等

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 5个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城 
市群
•涵盖47座城市

换电模式应用试点

•综合应用类城市8个
•重卡特色类3个（宜宾、 
唐山、包头）

绿色货运配送

•第一批：16个城市
•第二批：24个城市
•第三批：31个城市
•到2025年建设100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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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用车销量（万辆）

中国新能源商用车渗透率（%）

2022年我国商用车保有量为3328.6万辆
资料来源：汽车工程学会商用车碳中和创新平台

商用车是汽车领域减排降碳的重点，2023商用车渗透率仅11%，但碳排放占汽车碳排放一半以上，明显落后于乘用车

商用车保有量及碳排放结构 商用车销量、新能源商用车销量及新能源渗透率



六、商用车新能源化智能化将同步加速转型

商用车新能源化智能化生态将进一步从以车辆为中心向以运营为中心转变。将形成集产品、货源、运力、基础设施、能 

源等多元素的服务生态。

商用车整车企业

货运平台 企业

运力平台 企业高速公路 企业

能源服务 企业

用户

产品

货源

运力
基础设 

施

能源

产品设计

车辆销售

车辆租赁 电池租赁

换电服务

售后服务 运力服务

车队运营

二手车回 
收

智能网联商用车在矿山、港口等封闭场景以L4级产品为主；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政策推动下，干线物流、

城市配送、城市公交、市政环卫等场景将加快应用。

城市公交低速物流配送 市政环卫矿山运输 港口集卡 干线物流

预计2025年商用 
车仅L 2 级辅助驾 
驶系统市场将有近 
百万辆需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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