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重要提示：请务必阅读尾页分析师承诺、公司业务资格说明和免责条款。 

  

 增持 
——维持 

证券研究报告/行业研究/行业动态 

 日期：2019 年 12 月 09 日 
顶层设计引领行业高速高质量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点评  

 行业：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报告编号： 

首次报告日期：  

 

 

 

 

  

[Table_Author] 分析师： 洪麟翔 

Tel： 021-53686178 

E-mail： honglinxiang@shzq.com 

SAC 证书编号： S0870518070001 

研究助理：孙克遥 

Tel： 021-53686135 

E-mail： sunkeyao@shzq.com 

SAC 证书编号： S0870118050004 

 

[Table_QuotePic] 

近 6 个月新能源汽车指数与沪深 300 比较 

 

[Table_Summary] 

 事件 

2019 年 12 月 3 日，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征求意见稿）。我们主要关注此次征求意见稿中首

次提及的政策内容以及与之前新能源汽车相关的纲领性政策有区别的

地方。 

 事件点评 

 2025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比提升至 25% 

《征求意见稿》提出新能源汽车产销要求，要求 2025 年，新能源

汽车销量占比达 25%左右，较之前的网传版本提升了 5 个百分点，较

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联合发布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

出的 2025 年新能车产销占比 20%的要求亦提升了 5 个百分点。以 2025

年汽车当年累计产销总量 2800 万辆为基数，预计 2025 年新能源车产

销达 700 万辆左右。按照 2019 年新能源车产销约 120 万辆测算

2019-2025 年 CAGR 约 34%。 

 电池技术量化要求删除，固态电池研发及产业化提上日程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三纵三横”化研发布局，要求实施电

池技术突破行动，加强高强度、轻量化、高安全、低成本、长寿命的

动力电池和燃料电池系统短板技术攻关，同时加快固态动力电池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关于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的要求，在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曾要求 2020 年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达

300Wh/kg，系统比能量达 260Wh/kg，2025 年电池比能量达 350Wh/kg。

目前来看，电池能量密度在需求侧的边际影响正逐步减弱，能量密度

要求删除，更注重电池系统的安全性。 

 重点支持产业链核心企业，推动动力电池全价值链发展 

《征求意见稿》要求通过开放合作和利益共享，打造涵盖解决方

案、研发生产、运营服务等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生态主导型企业。以资

本市场为依托，推动新能源汽车整车、动力电池等零部件企业优化重

组，提高产业集中度。《征求意见稿》提出，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提高

锂、钴、镍、铂等关键资源保障能力，同时要求完善动力电池回收、

梯次利用和再资源化的循环利用体系，实现电池全价值链发展。 

 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达 30%，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征求意见稿》提出智能网联汽车渗透率的量化指标，要求 2025

年，智能网联汽车新车销量占比达 30%，高度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

实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在《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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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智能网联汽车推进进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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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要求，加强新能源汽车与电网（V2G）能量互动，鼓

励“光储充放”多功能综合一体站建设；同时发展一体化智慧出行服

务，推进以数据为纽带的“人-车-路-云”高效协同。 

 扩大开放，融入全球 

《征求意见稿》要求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深度融入全球产业体系，支持国内外企业、科研院所、行业机构开展

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同时引导企业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加大国际市

场开拓力度。 

 投资建议 

新能源汽车长期发展规划对未来行业的发展起重要指导作用。此

次规划要求 2025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 25%左右，超出市场预期，

而过去的纲领性政策对 2025 年的渗透率目标为 20%。我们预计 2025

年新能源车产销达 700 万辆左右，2019-2025CAGR 达 34%左右。在追

求总量的同时，此份“顶层设计”更注重行业的高质量发展，对智能

网联汽车渗透率提出量化要求，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同时，规划剔除

了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的单一要求，而从多角度突破电池核心技术，实

现产品性能、质量、成本的全面提升。 

规划同时提出支持产业链核心企业发展，引导企业制定国际化发

展战略，加大国际市场开拓力度。从海外来看，2020 年是海外电动化

的大年，诸多新车型将发布，爆款车型值得期待。之前德国政府表示

将于 2020-2025 年将价格高于 4 万欧元的电动车补贴增加至 5000 

欧元，政策加码预期升温，海外电动化正式提速。这也将给我国跻身

海外供应链的优质企业带来新的机遇。建议关注电池龙头企业宁德时

代、亿纬锂能，以及跻身海外高端供应链的优质电池材料企业当升科

技、恩捷股份。 

 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不及预期，行业政策调整、产业链价格下跌超

出预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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