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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下的中国汽车产业加速制度创新和升级（上篇）

作者：封锐 张云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我国汽车产能艰难恢复，需求端继续承压。2020 年

以来，国家各主管部门相继出台政策法规，促进汽车产业发展。本文旨在梳理近期

出台与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重要产业政策和制度，为汽车行业的从业者和

关注此行业的投资人提供参考。

本文分为上下两篇，此为上篇，重点介绍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制度创新：

 新能源汽车准入政策即将调整

 新能源汽车补助期延长

 燃料电池汽车以奖代补

 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工作继续推进

 汽车产业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继续深化

 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电动化

下篇则集中于智能网联汽车的制度升级，敬请期待：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发布

 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框架趋于完备

 车联网相关的网络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征求意见

 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商的采购活动可能受到网络安全审查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即将发布

新能源汽车准入政策即将调整

2020 年 4 月 7 日，工信部发布了修订后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

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稿删除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有关“设计开发能力”的要求，使

准入审查要求从 17 项锐减为 9 项，其中否决项也从 8 项减少到 5 项。这一修改可

能产生下述两方面的影响：（1）便利跨国车企引入境外设计的车型在华生产；（2）

刺激新能源汽车生产领域的投资，为“造车新势力”及头部新能源汽车品牌采用代

工模式迅速放大产能提供更多想象空间。

准入审查项目锐减的同时，征求意见稿补充明确了对燃料电池汽车的若干审查

要求。结合下文，明确显示出行业主管部门对燃料电池汽车的关注度在提升。



2

征求意见稿对新能源汽车产品主要技术参数表的结构和项目设置作出了颠覆性

的调整，目前设置为 40 项“车辆基本特征参数”和 102 项“新能源特征参数”。

此外，征求意见稿将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原来停产 12 个月即需进行特别公示

变更为停产 24 个月或以上才需进行特别公示，与 2018 年 11 月发布的《道路机动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第 34 条第 3 款规定保持一致。因特别公示后

的机动车生产企业不得办理准入变更，且恢复生产需经准入条件核查，上述变更将

支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抵御新冠疫情带来的经营压力。

新能源汽车补助期延长

2020 年 4 月 23 日，财政部、工信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完善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通知》”），将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2 年底，2020 年补贴标准不退坡，

2021-2022 年补贴标准分别在上一年基础上退坡 10%、20%。原则上每年补贴规模上

限约 200 万辆。

燃料电池汽车以奖代补

根据前述《新能源汽车财政补贴通知》，燃料电池汽车补贴政策发生转变，将

当前针对燃料电池汽车消费者的购置补贴，调整为由中央财政采取“以奖代补”的

方式，选择特定城市或区域，重点围绕关键零部件技术攻关和产业化示范应用，对

示范城市给予奖励（有关通知另行发布）。争取用 4年左右时间，建立氢能和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链，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

推进新能源汽车标准化

2020 年 4 月 16 日，工信部发布《2020 年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按照

电动汽车整车领域、燃料电池汽车领域、动力电池领域、充换电领域，分门别类列

举了标准化工作的待办事项清单。值得关注的工作内容包括：

- 完成制定：（1）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标准；（2）纯电动汽车能耗与续驶

里程、混合动力电动汽车能耗试验方法标准；以及（3）电动汽车换电安全要求

标准。

- 立项：（1）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电动汽车动力性能试验方法标准；（2）加

氢通信协议标准；（3）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碰撞后安全要求；以及（4）燃料电

池电动汽车发动机、空气压缩机、车载氢系统等关键部件标准。

- 预研：（1）在用电动汽车安全性能评价方法及测试规程相关标准；（2）动力

电池安全试验方法标准；以及（3）动力电池规格尺寸标准的修订。

- 加快制定：（1）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加氢枪、加氢口等标准；以及（2）电动汽

车无线充电互操作性要求与测试、电磁兼容性等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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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继续深化

2020 年 3 月 23 日，工信部发布《2020 年工业节能与综合利用工作要点》，要

求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督促企业加快履行溯源和回收责

任。同时要研究制定《汽车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试点实施方案》。

背景：

2016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

要求特定行业的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

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管理领域。对新能源汽车及动力蓄电

池生产企业而言，应负责建立废旧电池回收网络，统计并发布回收信息，确保废旧

电池规范回收利用和安全处置。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应实行产品编码，建立全生命

周期追溯系统。

2018 年 7 月 2 日，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

行规定》，建立了管理平台，对动力蓄电池生产、销售、使用、报废、回收、利用

等全过程进行信息采集，对各环节责任主体履行回收利用责任情况实施监测。新能

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在车辆生产/进口和销售后，在动力蓄电池维修、更换、回收入

库、移交出库后规定时间内向溯源管理平台上报信息。

2019 年 12 月 16 日，工信部发布了两份与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

用相关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鼓励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

参与新建对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进行合理利用的项目，同时对企业的技术、

装备和工艺提出具体要求。

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电动化

2020年3月13日，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

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推动各地区按将地方新能源汽车奖励补贴资金

的支持范围从购置环节向运营环节转变，重点支持城市公交。3月16日，工信部装

备工业一司组织召开视频会议，听取行业机构、企业代表对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电动

化的意见建议，下一步拟推动公共领域用车电动化行动计划编制工作，积极推动在

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等领域提高车辆电动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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