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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双积分成绩公布 政策调整在即 
——汽车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 2021 年双积分成绩公布 政策调整在即 

2021 年我国境内 129 家乘用车企业共生产/进口乘用车 2064.82 万辆，平均燃料

消耗量实际值为 5.10 升/100 公里，燃料消耗量正积分为 1593.99 万分，燃料消

耗量负积分为 563.25 万分，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为 679.10 万分，新能源汽车负积

分为 79.79 万分。 

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企业共 65 家，不达标企业共 64 家。上汽通用五菱、

特斯拉（上海）、比亚迪汽车工业的燃油消耗量正积分排名靠前，上汽通用、奇瑞

汽车、一汽大众的燃油消耗量负积分排名末尾。 

2021 年油耗积分转让规模达 314.5 万分，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总额 109.4 亿元，

交易规模 524 万分，均价 2088 元/分，同比增长 73％。本年度积分交易将出现供

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价格将出现大幅下降。 

工信部发布文件明确了 2024-2025 年新能源汽车积分考核比例设定为 28%和

38%，并对应调整了积分计算方法和分值上限，纯电、混动以及燃料电池车单台

可获得积分进一步下调；增加了积分交易市场调节机制，通过建立积分池制度来

调节积分市场供需，从而保障积分供需基本平衡，稳定企业预期。建议关注新能

源汽车电动化产业链相关标的，强烈推荐比亚迪、理想汽车、宁德时代、亿纬锂

能、当升科技、璞泰来、恩捷股份等。 

市场回顾：  

截至 7 月 8 日收盘，汽车板块 0.8%，沪深 300 指数-0.8%，汽车板块涨幅高于沪

深 300 指数 1.6 个百分点。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跌幅在申万 31 个板

块中位列第 8 位，表现尚可。年初至今汽车板块-2.2%，在申万 31 个板块中位列

第 5 位。 

 子板块周涨跌幅表现：板块涨跌互现，商用载货车（5.1%）、其他汽车零部

件（4.4%）和摩托车（2.7%）涨幅居前，商用载客车（-3.8%）、汽车电子电

气系统（-3.2%）和汽车综合服务（-1.5%）跌幅居前。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表现：板块涨跌互现，电动乘用车（26.1%）、商用载

客车（11.2%）和其他运输设备（9.1%）涨幅居前，汽车电子电气系统（-

17.5%）、轮胎轮毂（-15.4%）和汽车综合服务（-13.3%）跌幅居前。 

 涨跌幅前五名：江铃汽车、路畅科技、东箭科技、合力科技、天成自控。 

 涨跌幅后五名：兴民智通、神驰机电、松芝股份、浙江世宝、中通客车。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汽车板块应关注低估值的整车和零部件龙头企业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新能源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因此我们建议关注：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先

发优势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集团、理想汽车、小鹏汽车等；业

绩稳定的低估值零部件龙头，如华域汽车、均胜电子、福耀玻璃等；电动化和智能

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如华阳集团、德赛西威、瑞可达、科博达、伯特利等；国

产替代概念受益股，如菱电电控、三花智控、星宇股份、上声电子、中鼎股份等；

强势整车企业对核心零部件的拉动效应，如拓普集团、文灿股份、旭升股份等。 

本周推荐组合：比亚迪 20%、德赛西威 20%、三花智控 20%、福耀玻璃 20%和

拓普集团 20%。  

风险提示：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的风险；芯片等关键原材料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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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2021 年双积分成绩公布 政策调整在即 

7 月 5 日，工信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 2021 年我国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情况。2021 年我国境内 129 家乘用车企业

共生产/进口乘用车 2064.82 万辆（含新能源乘用车，不含出口乘用车），平均燃料

消耗量实际值（WLTC 工况）为 5.10 升/100 公里，燃料消耗量正积分为 1593.99

万分，燃料消耗量负积分为 563.25 万分，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为 679.10 万分，新能

源汽车负积分为 79.79 万分。 

表1：近年双积分情况汇总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中国境内乘用车企业数量 141 家 144 家 137 家 129 家 

生产/进口乘用车 2313.91 万辆 2093 万辆 1983.02 万辆 2064.82 万辆 

平均燃料消耗量实际值（WLTC 工况） 5.8 升/100 公里 5.56 升/100 公里 5.61 升/100 公里 5.1 升/100 公里 

燃料消耗量正积分 992.99 万分 643.43 万分 436.74 万分 1593.99 万分 

燃料消耗量负积分 295.13 万分 510.73 万分 1171.43 万分 563.25 万分 

新能源汽车正积分 403.53 万分 417.33 万分 437 万分 679.1 万分 

新能源汽车负积分 0 85.53 万分 106.55 万分 79.79 万分 

资料来源：工信部，搜狐汽车，申港证券研究所 

双积分是指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该政策自 2018 年

4 月 1 日开始实施。按照规定，如果一家汽车企业不能满足双积分要求，将被暂停

高油耗产品的申报和生产。油耗积分不达标的公司可以用自己生产的新能源汽车的

正积分，或者在关联企业之间转移以及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积分等方法来抵消负积分。

而不能抵偿归零的企业，需向工信部提交产品调整计划，设置达标期限。在其负积

分抵偿归零前，对油耗不达标产品，不予列入车型公告，产品无法对外销售。 

2021 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企业共 65 家，不达标企业共 64 家，达标率

为 50.39%。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有限公司、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

司的燃油消耗量正积分排名靠前，分别为 254.73 万分、214.19 万分、187.06 万

分。若将比亚迪旗下“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和“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的

燃油消耗量正积分相加，则总积分将达到 355.18 万分，排名第一。 

 在燃油消耗量负积分阵营中，合资车企成为了主角，但其各自负积分额度相比

2020 年度均有所减少。其中，上汽通用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为-71.47 万分，一汽

大众为-44.7 万分。同时，部分自主品牌也存在严重不达标问题，其中，奇瑞汽车

为-46.85 万分，东风有限为-43.59 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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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21 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标企业前十（单位：万

分） 

 图2：2021 年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未达标企业前十（单位：

万分） 

 

 

 

资料来源：工信部，盖世汽车，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工信部，盖世汽车，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3：2021 年乘用车新能源正积分企业前十（单位：万分）  图4：2021 年乘用车新能源负积分企业前十（单位：万分） 

 

 

 

资料来源：工信部，盖世汽车，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工信部，盖世汽车，申港证券研究所 

2021 年油耗积分转让规模达 314.5 万分，同比增长 49％；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总

额达 109.4 亿元，同比增长 322％，交易规模 524 万分，订单价格高开高走，均价

2088 元/分，同比增长 73％。这也意味着，如果特斯拉将可用积分全部卖出，可以

得到 29.2 亿元的额外收入，而负积分最多的上汽通用，则需要付出 16.3 亿元购买

积分，这同样是一笔巨额的支出。 

迫于双积分政策的要求，越来越多的传统车企都积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展开布局，

上马新能源汽车项目、扩张新能源汽车产能，因此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呈现逐年增长

的趋势。与此同时，逐渐发力的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也成为新能源汽车正积分的

大赢家。 

不过，今年的“双积分”市场情况或将迎来转变。数据显示，2021 年油耗正积分和

新能源正积分两项相加为 2273 万分，而油耗负积分和新能源负积分总和为 643 万

分，仅为正积分的 28.29%。换句话说，本年度积分交易将出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

场，新能源汽车积分交易价格将出现大幅下降。 

7 月 7 日，工信部对《关于修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

行管理办法＞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明确了 2024-2025 

年新能源汽车积分考核比例设定为 28%和 38%，并对应调整了积分计算方法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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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上限，纯电、混动以及燃料电池车单台可获得积分进一步下调；增加了积分交易

市场调节机制，通过建立积分池制度来调节积分市场供需，从而保障积分供需基本

平衡，稳定企业预期。 

图5：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考核要求 

 

资料来源：工信部，申港证券研究所 

基于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与新能源汽车负积分、油耗负积分基本平衡原则，将 2024-

2025 年新能源乘用车标准车型分值较上一阶段平均下调 40%左右，与 2021-2023

年 32%~52%的下调幅度基本一致。 

表2：新能源乘用车标准车型积分计算方法变化 

车辆类型 2019 年起实施 2021 年起实施 2024 年起实施 

纯电汽车 0.012R+0.8 0.0056R+0.4 0.0034R+0.2 

插电式混动车 2 1.6 1 

燃料电池车 0.16P 0.08P 0.06P 

R 为电动汽车续驶里程(工况法，单位为 km)，P 为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单位为 Kw)。 

资料来源：工信部，券商中国，申港证券研究所 

 

表3：2024-2025 年度新能源乘用车车型积分计算方法 

车辆类型 标准车型积分 备注 

纯电动乘用车 0.0034R+0.2 （1）R 为电动汽车续驶里程（工况法），单位为 km。 

（2）P 为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单位为 kW。 

（3）当 R 小于 100 时，标准车型积分为 0 分；100≤R<150 时，标准车型积分

为 0.6 分。 

（4）纯电动乘用车标准车型积分上限为 2.3 分，燃料电池乘用车标准车型积分

上限为 5 分。 

（5）车型积分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小数。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

用车 

1 

燃料电池乘用车 0.06P 

1. 纯电动乘用车积分相关要求 

纯电动乘用车车型积分=标准车型积分×续驶里程调整系数×能量密度调整系数×电耗调整系数。 

（1）当 100≤R<150 时，续驶里程调整系数为 0.7；当 150≤R<200 时，续驶里程调整系数为 0.8；当 200≤R<300 时，续

驶里程调整系数为 0.9；当 300≤R 时，续驶里程调整系数为 1。 

（2）当纯电动乘用车动力电池系统的质量能量密度<90Wh/kg 时，能量密度调整系数为 0；当 90Wh/kg≤质量能量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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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类型 标准车型积分 备注 

<105Wh/kg 时，能量密度调整系数为 0.7，当 105Wh/kg≤质量能量密度<125Wh/kg 时，能量密度调整系数为 0.8，125Wh/kg

≤质量能量密度，能量密度调整系数为 1。 

（3）纯电动乘用车 30 分钟最高车速不低于 100km/h。按整备质量（m，kg）不同，设定纯电动乘用车电能消耗量目标值（Y）。

车型电能消耗量（kW·h /100km，工况法）满足电能消耗量目标值的，电耗调整系数（EC 系数）为车型电能消耗量目标值除

以电能消耗量实际值（计算结果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小数，上限为 1.5 倍）；其余车型 EC 系数按 0.5 倍计算，并且积分

仅限本企业使用。 

纯电动乘用车电能消耗量目标值：m≤1000 时，Y=0.0112×m+0.4；1000<m≤1600 时, Y=0.0078×m+3.8；m>1600 时，

Y=0.0048×m+8.60。 

2.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应符合《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乘用车 技术条件》（GB/T 32694）要求。车型电量保持模式试验的燃

料消耗量与《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GB 19578）中车型对应的燃料消耗量限值相比应当小于 70%；其电量消耗模式试验

的电能消耗量应小于前款纯电动乘用车电能消耗量目标值的 135%。无法同时满足以上两项指标的车型按照标准车型积分的

0.5 倍计算，并且积分仅限本企业使用。 

3. 燃料电池乘用车纯氢续驶里程不低于 300km，当 P 不低于驱动电机额定功率的 30%且不小于 10kW 时，车型积分按照标准

车型积分的 1 倍计算；其余车型积分按照标准车型积分的 0.5 倍计算，并且积分仅限本企业使用。 

资料来源：工信部，申港证券研究所 

为保障积分供需基本平衡，稳定企业预期，建立积分交易市场调节机制。通过建立

积分池制度，在积分市场供大于求时，由企业自愿申请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收储；在

供小于求时释放存储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以此调节积分市场供需。将当年度可供

交易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与待外部交易抵偿的负积分比值(简称供需比)2.0 倍和 1.5

倍分别作为积分池启动收储、释放积分的触发条件。 

 供需比大于 2.0 倍时，企业可根据自愿原则将新能源汽车正积分存储至积分池。 

 供需比小于1.5倍时，积分池释放新能源汽车正积分至上述倍数关系达到1.5倍，

并根据积分池中企业存储积分占比将积分分配至各企业，当年度未使用的释放积

分将返还积分池。 

 供需比介于 1.5 和 2.0 倍之间时，积分池不启动。 

收储至积分池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不受积分结转比例要求限制，并给予五年有效期

优惠。同时为避免过量存储导致市场上可供交易的积分不足，存储的积分数量不超

过自身当年度产生和结转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总量的 40%。 

双积分政策的进一步收紧有利于提升车企生产新能源汽车的积极性，新能源汽车占

比较高的车企将持续受益。建议关注新能源汽车电动化产业链相关标的，强烈推荐

比亚迪、理想汽车、宁德时代、亿纬锂能、当升科技、璞泰来、恩捷股份等。 

2. 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总体来看，汽车行业随着疫情防控向好发展的趋势和各项刺激政策的加持，行业触

底反弹态势明朗，景气度持续回升，未来产销有望持续向上。考虑到汽车行业目前

整体情况，建议关注低估值的整车和零部件龙头企业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新能

源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 

 长期看好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先发优势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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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理想汽车、小鹏汽车等； 

 业绩稳定的低估值零部件龙头，如华域汽车、均胜电子、福耀玻璃等；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如华阳集团、德赛西威、瑞可达、科博达、

伯特利等； 

 “国内大循环”带来的国产替代机会，如菱电电控、三花智控、星宇股份、上声

电子、中鼎股份等； 

 强势整车企业（特斯拉、大众等）对核心零部件的拉动效应，如拓普集团、文灿

股份、旭升股份等。 

结合目前市场基本情况，我们本周推荐投资组合如下： 

表4：本周推荐投资组合 

公司 权重 

比亚迪 20% 

德赛西威 20% 

三花智控 20% 

福耀玻璃 20% 

拓普集团 20%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3. 市场回顾 

3.1 板块总体涨跌 

板块涨跌：截至 7 月 8 日收盘，汽车板块 0.8%，沪深 300 指数-0.8%，汽车板块涨

幅高于沪深 300 指数 1.6 个百分点。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跌幅在申万

31 个板块中位列第 8 位，表现尚可。年初至今汽车板块-2.2%，在申万 31 个板块

中位列第 5 位。 

图6：各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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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各板块年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2 子板块涨跌及估值情况 

子版块涨跌： 

 子板块周涨跌幅表现：板块涨跌互现，商用载货车（5.1%）、其他汽车零部件（4.4%）

和摩托车（2.7%）涨幅居前，商用载客车（-3.8%）、汽车电子电气系统（-3.2%）

和汽车综合服务（-1.5%）跌幅居前。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表现：板块涨跌互现，电动乘用车（26.1%）、商用载客

车（11.2%）和其他运输设备（9.1%）涨幅居前，汽车电子电气系统（-17.5%）、

轮胎轮毂（-15.4%）和汽车综合服务（-13.3%）跌幅居前。 

图8：子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图9：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估值情况：从估值来看，汽车行业估值水平自疫情以来持续处于高位，本周估值有

所上升。 

 PE-TTM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 PE-TTM 为 36.32 倍，10 年历史分位 99.8%。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处于高位。 

 PB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 PB 为 2.53 倍，10 年历史分位 77.54%。乘用车处

于高位，汽车服务处于低位。 

 

26.9%

2.0%

-0.6% -1.4% -2.2% -3.0% -4.1% -4.4% -5.1% -6.1% -6.2% -7.1% -7.3% -7.9% -7.9% -8.8% -9.8% -10.6%-11.5%-11.6%-12.0%-12.8%-13.4%-14.5%-15.4%
-17.5%-18.0%-19.1%

-24.9%-25.1%-25.3%-30.0%

-20.0%

-10.0%

0.0%

10.0%

20.0%

30.0%

5.1% 4.4%
2.7% 2.7% 2.0% 1.8%

0.9% 0.8%

-0.1%
-0.9% -1.5%

-3.2% -3.8%-6%

-4%

-2%

0%

2%

4%

6% 26.1%

11.2% 9.1%
5.8%

-0.3% -2.5%
-5.4%

-11.5%-11.8%-12.0%-13.3%-15.4%-17.5%
-20%

-10%

0%

10%

20%

30%



汽车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0 / 17 证券研究报告 

图10：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E-TTM)  图11：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B)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表5：PE-TTM、PB 当周估值及十年历史分位 

  PE PE-TTM 近 10 年

历史分位 

PB PB 近 10 年历史分

位 

 汽车 36.32 99.8% 2.53 77.54% 

子版块 乘用车 41.85 99.22% 3.27 94.73% 

商用车 60.27 100% 1.91 62.7% 

汽车零部件 32.16 88.96% 2.36 54.59% 

汽车服务 25.49 38.48% 1.28 22.95% 

摩托车及其他 41.73 41.21% 2.84 29.1%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3 当周个股涨跌 

当周个股涨跌： 

 涨跌幅前五名：江铃汽车、路畅科技、东箭科技、合力科技、天成自控。 

 涨跌幅后五名：兴民智通、神驰机电、松芝股份、浙江世宝、中通客车。 

图12：本周行业涨跌幅前十名公司  图13：本周行业涨跌幅后十名公司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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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重点数据 

4.1 产销存数据 

4.1.1 乘联会周度数据 

零售：6 月 27-30 日，乘用车零售 50.5 万辆，同比增长 9%，环比上周增长 81%，

较上月同期增长 98%，表现较好。 

表6：乘用车主要厂家 6 月周度日均零售数（单位：辆）和同比增速 

 1-5 日 6-12 日 13-19 日 20-26 日 27-30 日 全月 

20 年 34798 43468 43958 54678 130946 56417 

21 年 35238 39772 42794 52167 115752 52744 

22 年 34096 49822 59301 69594 126187 64208 

22 年同比 -3% 25% 39% 33% 9% 22% 

环比 5 月同期 7% 54% 55% 28% 98% 42%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批发：6 月 27-30 日，乘用车批发 60.7 万辆，同比增长 31%，环比上周增长 89%，

较上月同期增长 61%，表现明显走强。 

表7：乘用车主要厂家 6 月周度日均批发数（单位：辆）和同比增速 

 1-5 日 6-12 日 13-19 日 20-26 日 27-30 日 全月 

20 年 40293 43368 51241 54074 115685 56833 

21 年 34978 39220 36192 53262 115757 51288 

22 年 32996 49555 61646 80101 151664 70358 

22 年同比 -6% 26% 70% 50% 31% 37% 

环比 5 月同期 19% 59% 63% 12% 61% 33%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4.1.2 汽车产销存数据 

汽车整车： 

 总体产销：当月同比降幅大幅收窄。5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92.6 万辆和 186.2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59.7%和 57.6%，同比分别下降 5.7%和 12.6%。1~5 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61.8 万辆和 955.5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9.6%和 12.2%，新

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增长 114.2%和 111.2%。 

 库存情况：较 4 月有所好转，仍处于不景气区间。5 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

为 1.72，环比下降 9.9%，同比上升 13.9%，库存水平位于警戒线以上，汽车流

通行业经济度较 4 月有所改善，但整车市场仍面临供给受阻、需求转弱的双重压

力。同期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56.8%，环比下降 9.6pct，同比上升 3.9pct，库

存预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上。总体看汽车生产、运输逐步恢复，但汽车消费全面

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整体市场处于不景气区间。 

 出口情况：汽车出口创年内新高。5月，汽车整车出口24.5万辆，同比增长62.3%。

1~5 月，汽车整车出口 96.9 万辆，同比增长 44.7%。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74.7

万辆，同比增长 46%；商用车出口 22.2 万辆，同比增长 40.4%。新能源汽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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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17.4 万辆，同比增长 141.5%。 

乘用车：产量同比小幅增长，销量逐渐回升。5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70.1 万

辆和 162.3 万辆，产量同比增长 5.2%，销量同比下降 1.4%。1~5 月，乘用车产销

分别完成 819.6 万辆和 813.3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1%和 3.6%。 

商用车：需求透支，进入调整期。5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2.5 万辆和 23.9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47%和 50.5%。 1~5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42.2 万辆和

142.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9.4%和 41.9%。 

新能源车：供给改善带来市场火爆。5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6.6 万辆和

44.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3.9%和 105.2%，当月市场渗透率为 24%。1-5 月，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07.1万辆和200.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4.2%和111.2%，

市场渗透率为 21%。 

图14：月度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图15：历年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6：经销商库存系数及预警指数  图17：国内汽车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流通协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1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汽车产量（万辆）
汽车销量（万辆）
汽车产量当月同比
汽车销量当月同比

-15%

-10%

-5%

0%

5%

10%

15%

2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1 2013 2015 2017 2019 2021

汽车产量（万辆）

汽车销量（万辆）

汽车产量当年同比

汽车销量当年同比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0

0.5

1

1.5

2

2.5

3 经销商库存系数

经销商预警指数(%)

-50%

0%

50%

100%

150%

200%

250%

0

5

10

15

20

25

30 汽车出口量（万辆）

同比



汽车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3 / 17 证券研究报告 

图18：乘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图19：乘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0：商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图21：新能源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4.2 汽车主要原材料价格 

成本端方面，7 月汽车主要生产原材料钢、铝、阴极铜、天然橡胶价格均环比下行。 

图22：钢铁价格及同比变化  图23：铝价格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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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铜及同比变化  图25：天然橡胶价格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5. 行业动态 

5.1 行业要闻 

1-6 月全国汽车市场共召回 122 万辆 

7 月 4 日，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其公众号发文表示，1-6 月汽车市场实施召回有

58 批次，总共召回 122 万辆，相对去年同期下降 73%，创近八年新低。其中，丰

田和特斯拉等外资企业召回较多，自主召回减少，新能源车召回很少，传统车召回

没有出现新的趋势性事件。 

华为问界 M7 售价 31.98 万元起 

7 月 4 日，华为 AITO 品牌正式推出第二款车型——大型电动 SUV 问界 M7，售价

31.98 万元起。据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 BU CEO 余承东介绍，问界 M7 搭载

HUAWEI DriveONE 纯电驱增程平台，通过搭配高能效 1.5T 四缸增程器和永磁同

步电驱油冷技术，实现能效与续航的最优解。其四驱版本百公里加速 4.8s，后驱版

本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可实现 CLTC 工况续航 1220KM。 

恒驰 5 开启预售 

7 月 6 日，恒驰汽车官方宣布，定位紧凑型 SUV 的旗下首款量产车型恒驰 5 开启

预售，售价为 17.9 万元。恒驰 5 搭载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CLTC 工况续航里程

602km。恒驰 5 计划将于 10 月正式开启订单交付，并于明年第一季度完成总交付

量 1 万辆。首一万辆将特大让利，且交车时付车款、提车后 15 天内可退车并退款，

所有购车款项支付及退回均在公证处专户。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 1000 万辆 

7 月 6 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 6 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001 万

辆，占汽车总保有量的 3.23%。其中，纯电动车保有量 810.4 万辆，占新能源汽车

总量的 80.93%。据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220.9 万辆，与

去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量相比增加 110.6 万辆，增长 100.26%，创历史新高。 

商务部等 17 部门发布 12 项措施促进汽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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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商务部等 17 部门发布《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

知》指出，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产业。为进一步搞活汽车流通，扩

大汽车消费，助力稳定经济基本盘和保障改善民生，经国务院同意，提出了支持新

能源汽车购买使用、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促进汽车更新消费、推动汽车平行进口

持续健康发展、优化汽车使用环境、丰富汽车金融服务共 6 个方面、12 项措施。具

体内容聚焦新车销售、二手车交易、报废车回收、汽车平行进口、汽车文化旅游消

费、汽车金融服务等全过程全领域，着力“拉动增量、盘活存量、畅通循环、带动

关联”，全面释放汽车消费潜力。 

6 月汽车行业销量预计完成 244.7 万辆 同比增长 20.9% 

7 月 8 日，中汽协根据重点企业上报的周报数据推算，6 月汽车行业销量预计完成

244.7 万辆，环比增长 34.4%，同比增长 20.9%；1-6 月，销量预计完成 1200.2 万

辆，同比下降 7.1%。同时，乘联会数据显示，6 月乘用车市场零售达 194.3 万辆，

同比增长 22.6%，环比增长 43.5%。1-6 月，累计零售 926.1 万辆，同比下降 7.2%。

6 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 53.2 万辆，同比增长 130.8%，环比增 47.6%，零售渗

透率 27.4%。1-6 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 224.8 万辆，同比增长 122.5%。 

5.2 一周重点新车 

表8：一周重点新车 

序号 生产厂商 车型 级别及类别 动力类型 价格区间 上市时间 

1 赛力斯 问界 M7 中大型 SUV 增程 31.98-37.98 万元 2022/7/4 

2 沃尔沃亚太 C40 RECHARGE 紧凑型 SUV 纯电 27.83-32.8 万元 2022/7/5 

3 东风乘用车 皓极 紧凑型 SUV 燃油 12.69-13.99 万元 2022/7/6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关键原材料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 

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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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承诺 
 

负责本研究报告全部或部分内容的每一位证券分析师，在此申明，本报告的观点、逻辑和论据均为分析师本人独立研究成果，引

用的相关信息和文字均已注明出处，不受任何第三方的影响和授意。本报告依据公开的信息来源，力求清晰、准确地反映分析师

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风险提示 

本证券研究报告所载的信息、观点、结论等内容仅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证券研究报告均不构成对任何机

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任何形式的分享证券投资收益或者分担证券投资损失的书面或口头承诺均为无效。市场有风险，投资者

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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