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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报告原因：事件点评 

 

行业政策点评                      维持评级 

甲醇汽车相关政策发布，促车用燃料多元化发展           中性 

2019 年 3 月 21 日   行业研究/点评报告 

 

汽车板块近一年市场表现 

 事件描述：  

 2019 年 3 月 19 日，《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应用的指导意见》

（工信部联节〔2019〕61 号）发布，旨在加快推动甲醇汽车应用，实现车

用燃料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 

事件点评： 

 机遇与问题并存，技术实力仍需提升。甲醇汽车作为新能源汽车多元

化发展的有效途径，环境友好度高、经济性好、车用燃料原材料丰富、技

术较为成熟，但是存在甲醇具有腐蚀性、低温启动性差、技术需求不断提

升的缺点，机遇与阻碍同在，而《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快甲醇汽车制造体

系建设、推进甲醇燃料生产及加注体系建设、加快标准体系建设、鼓励甲

醇汽车应用、加强甲醇汽车监管、完善保障措施，对甲醇汽车的各个生产

环节及监管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有望推动甲醇汽车进一步提升技术实力。 

 政策端不断完善，甲醇汽车推广势在必行，有望提振甲醇的市场需求

空间。经过多年来的甲醇汽车试点工作，包括吉利汽车、陕重汽等在内的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已经掌握了甲醇汽车的部分关键技术，且工信部分

17 批发布了 9 家甲醇汽车生产企业和 32 款甲醇汽车产品，从车型和产业

链层面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甲醇汽车制造体系。此次《指导意见》的发布

是对甲醇汽车相关政策的完善，整体而言甲醇汽车已经具备了较为充应用

分的推广条件，为甲醇汽车的推广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此外，2017 年

国内甲醇产能为 8351 万吨、产量为 6147 万吨，开工率约 74%，处于产能

过剩状态，而随着甲醇汽车的持续推广，甲醇需求空间有望随之提升，缓

解甲醇产能过剩的情况。 

 鼓励重点地区加快甲醇汽车应用，有望带动附近地区上下游供应商发

展。自 2012 年甲醇汽车试点工作推进以来，山西、陕西、甘肃、贵州和上

海的 10 个试点城市共投入运营甲醇汽车 1024 辆，总运行里程超过 1.84 亿

公里，累计消耗甲醇燃料超过 2.4 万吨，《指导意见》强调按照因地制宜、

积极稳妥、安全可控的原则，重点在山西、陕西、贵州、甘肃等资源禀赋

条件较好且具有甲醇汽车运行经验的地区，并鼓励在有条件地区的公务、

出租、短途客运等领域使用甲醇汽车，市政车辆、专线物流运输等领域使

用甲醇商用车，有望促进山西、陕西、贵州、甘肃和上海 5 地甲醇汽车率

先实现甲醇汽车的推广使用，并带动附近地区上下游供应商进一步发展。 

投资建议：《指导意见》从多方面对甲醇汽车的发展及监控提出了意见，有

望促进甲醇汽车推广，进而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缓解甲醇目前产能过

剩的情况，建议关注甲醇上游供应商新奥股份和具备甲醇汽车生产能力的

整车供应商陕重汽的控股上市公司潍柴动力。 

风险提示：政策推行不及预期；市场推进不急预期；技术推进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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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描述 

2019 年 3 月 1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卫生

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八部门发布了《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甲醇汽车应用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节〔2019〕

61 号，后文称“《指导意见》”），旨在加快推动甲醇汽车应用，实现车用燃料多元化，保障能源安全。 

二、事件点评 

第一，甲醇汽车机遇与问题并存。 

发展甲醇汽车是一项多项利好的举措。 

一是目前全球能源和环境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已经明确为国家发展战略，而发展

甲醇汽车是新能源汽车多元化发展的可行路径； 

二是甲醇燃料作为典型的清洁燃料，对环境友好度高。甲醇汽油燃料是指国标汽油、甲醇、添加剂按

一定的体积（质量）比例经过严格的流程调配而成的一种新型环保燃料。一方面，由于甲醇含有氧原子，

能使汽油充分燃烧，是一种绿色增氧剂，能够有效降低汽车尾气中有害气体的排放量（能降低汽车尾气排

放有害气体总量 50%以上）。另一方面，甲醇的分子式为 CH3OH，根据中科院报告显示，其排放的二氧化

碳量低于煤和石油的排放量 50% 以上，且排放的碳氧化物、硫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和颗粒物微乎其微。 

表 1：甲醇作为汽车燃料的 2 种方式 

类型 特征 举例 

掺烧 将甲醇以不同的比例掺入汽油中，作为发动机的燃料 M10、M15、M30 等 

纯甲醇替代 将高比例甲醇直接用作汽车燃料，需要对发动机构造进行改装，技术难度更大。 M85、M10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2：汽油、柴油、甲醇燃烧后排放物种类比较 

 
苯类 醛类 酚类 烯类 烷类 其他化合物 金属 非金属 种类合计 

汽油 3 3 2 3 2 4 5 1 23 

柴油 3 3 2 1 1 4 5 2 21 

甲醇 - 3 2 - - 1 - - 6 

数据来源：美国甲醇研究院，中国客车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三是甲醇燃料作为经济型能源，甲醇汽车能够有效提质降本。1）车用甲醇燃料成本较汽油低 40%左右；

2）甲醇作为绿色增氧剂，不仅能有效改善汽油品质，还能自行清楚积碳、油垢，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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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醇辛烷值高，能有效增强燃料的抗爆性，进而提高发动机的压缩比，提升发动机功率。 

四是发展甲醇汽车有利于促进煤炭产业的转型升级。甲醇的主要原材料是煤和天然气，我国汽车市场

容量大，且仍然有发展空间，发展甲醇汽车，为甲醇的市场规模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进而增加了煤炭

清洁利用行业的市场份额。 

五是甲醇制备原料来源丰富，技术较为成熟。目前甲醇的生产原料以煤、天然气为主，高硫煤、煤层

气、焦炉气、生物质等都可以作为生产甲醇的原材料，且技术较为成熟，而对这类物质的运营本身就是减

少排放的途径之一。 

然而，甲醇作为汽车燃料同样存在部分问题，为其推广造成了阻碍，具体包含： 

一是甲醇具有毒性和腐蚀性，会对汽车金属配件（主要是发动机）造成腐蚀，且会对一些橡胶配件产

生溶胀，这就需要甲醇燃料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解决兼容性问题，对加注、储存、运输、销售设备都进行

优化，并设立有效的安全防护。 

二是与汽油相比，甲醇的净热值较低，存在低温启动性差的问题。 

三是随着国家相关政策对排放要求的提高，对燃料质量（主要是甲醇汽油）要求提高，技术需求和工

艺要求随之提升。 

综上所述，对于甲醇汽车而言，优劣并存，机遇与阻碍同在，而《指导意见》中提出加快甲醇汽车制

造体系建设、推进甲醇燃料生产及加注体系建设、加快标准体系建设、鼓励甲醇汽车应用、加强甲醇汽车

监管、完善保障措施，对甲醇汽车的各个生产环节及监管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有望推动甲醇汽车进一步提

升技术实力。 

第二，政策端不断完善，甲醇汽车推广势在必行，有望提振甲醇的市场需求空间。 

2006 年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印发“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开发生产

燃气汽车及专用发动机，鼓励使用醇醚燃料汽车。2007 年国家发改委明确提出今后 30-50 年甲醇燃料将作

为我国车用能源的主要替代能源，同时叫停乙醇汽油。2009 年，《车用甲醇汽油（M85）》（GB/T 23799-2009）

发布。2012 年，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甲醇汽车试点工作的通知》，之后先后在晋中、长治、上海、西安、

宝鸡、榆林、汉中、贵阳、兰州、平凉组织开展了甲醇汽车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发布是对甲醇汽车相

关政策的完善，为甲醇汽车的推广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根据相关介绍，试点工作已经通过验收。而经过多年来的试点工作，一方面包括吉利汽车、陕重汽等

在内的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企业已经掌握了甲醇汽车的部分关键技术，另一方面工信部分 17 批发布了 9 家甲

醇汽车生产企业和 32 款甲醇汽车产品，从车型和产业链层面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甲醇汽车制造体系。叠加

政策端支持，甲醇汽车已经具备了较为充应用分的推广条件，市场化推广也是甲醇汽车后续发展的重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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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此外，2017 年国内甲醇产能为 8351 万吨、产量为 6147 万吨，开工率约 74%，处于产能过剩状态，而

随着甲醇汽车的持续推广，甲醇需求空间有望随之提升，缓解甲醇产能过剩的情况。 

第三，鼓励重点地区加快甲醇汽车应用，有望带动附近地区上下游供应商发展。 

自 2012 年甲醇汽车试点工作推进以来，山西、陕西、甘肃、贵州和上海的 10 个试点城市共投入运营

甲醇汽车 1024 辆，总运行里程超过 1.84 亿公里，累计消耗甲醇燃料超过 2.4 万吨，《指导意见》强调按照

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安全可控的原则，重点在山西、陕西、贵州、甘肃等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且具有甲醇

汽车运行经验的地区，加快 M100 甲醇汽车的应用，并鼓励在有条件地区的公务、出租、短途客运等领域使

用甲醇汽车。鼓励在有条件地区的市政车辆、专线物流运输等领域使用甲醇商用车，有望促进山西、陕西、

贵州、甘肃和上海 5 地甲醇汽车率先实现甲醇汽车的推广使用，并带动附近地区上下游供应商进一步发展。 

三、投资建议  

《指导意见》从多方面对甲醇汽车的发展及监控提出了意见，有望促进甲醇汽车推广，进而带动上下

游产业链发展，缓解甲醇目前产能过剩的情况，建议关注甲醇上游供应商新奥股份和具备甲醇汽车生产能

力的整车供应商陕重汽的控股上市公司潍柴动力。 

四、风险提示 

1）政策推行不及预期； 

2）市场推进不急预期； 

3）技术推进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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