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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名称 2024年，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新趋势

公司名称 北京广阳日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北京公司:名下带一个车牌
北京公司:名下带两个车牌
北京公司:名下带多个车牌

公司地址 通州万达广场B座2321

联系电话  18911766141

产品详情

接着上一个话题来了解新能源的趋势。

Ⅰ、产业发展存量结构调整优化为主。

从产业结构来看，一个产业一定有一个结构性的特征。过去我们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结构特征就是以增量
为主，新能源整车上增量、电池上增量，就是以投资为主的增量，支撑了规模化的发展。但明年、后年
，不能一直是这样的投资态势，所以我们觉得明年、后年可能进入存量结构调整的阶段，有一定的增量
。那么存量忘么办?存量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产能要更多地电动T了。过去传统燃油的产能怎么办?燃油的产能不能丢掉，它背厉
是就业、是投资，所以要利用好传统的燃油产能，这是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它盘活，产业发
展不能只破不立，一定要把存量利用好，现在这个矛盾已经比较突出了。

第二个突出问题是，过去电动的产能也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过去爬坡上量的时候有很多电动产能，单
一主体产能的规模经济性a不够，因此可能需要被调整、被重组，碎片化的产能要向集中化发展才有规模
效益。因此，小的电动公司会成为产业重组的一个主要对象，小、碎片化就很难发展了，所以不是把它
“灭”掉，而是要把它也继续用好，那就是要靠存量调整，就是兼并重组。当然有些企业已经落后了，
就要被市场淘汰，所以从整车来讲是两个结构调整。

从产业链来讲，零部件重要的就是电池疫情三年是电池投资高歌猛进的三年，明年正好是电池产能释放
期。从一定角度来讲，电池就过剩了。所以电池一定会面临着供给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供给多了，动
力电池会进入投资放缓、价格下行的轨道。包括芯片行业，由过去紧缩环境也会变得更加宽松 。



过去是找不着芯片，所以车企被芯片耽误。现在芯片开始回归正常的发展轨道，有些环节甚至会出现过
剩，比如那么多芯片设计企业，当这个行业进入宽松阶段的时候，好多设计公司日能就要被淘汰，或者
要做调整。所以芯片的投资会进入相对收缩的阶段，很多企业可能也要调整。

从融资结构来讲，汽车行业在快速投资的时候钱就比较宽松，所以大家融资相对容易。当存量结构调整
的时候，因为融资是跟着增量跑的，融资环境就不是很理想，特别是美元资本、海外资本会相对的“不
宽松”。另外国内的资本市场对汽车和芯片的支持也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总体上明年大家都会比较缺钱
，融资环境不太乐观，但也会有一批企业在存量结构当中快速崛起。这就是调整的双刃剑。

Ⅱ、新能源汽车市场人会保持高速增长。

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可能接近1000万辆。我觉得挺不容易的。2024年会是多少?我们算了算，
如果按照新能源汽车增速30-40%来讲，1300万辆是不是不可能。些然有的机构说1100万辆，1100万辆是不
是保守一点?我们从不同的车型算了算，比如从细分市场算一算，上量的车是10-15万的车，这是我们新能
源汽车明年的重点。前些年我们都是两头跑，10万以下的车卖得快，高端车30万以上的车卖得快，但是
这两个市场不是我们的主力市场，过去几年10-15万的市场都是以油车为主的，但是这个市场是我们汽车
的主力，这两年电动化开始向这个领域进军了。明后年，10-15万的市场是电动车可能突破爆发的重点，
这从结构分析来讲是有支撑的。

再加上多元路线开始崛起，过去主要靠纯电，这两年增程、插电式PHEV开始崛起了市场结构更加合理
了，有纯电发挥优势的领域，有PHEV发挥优势的领域，所以这样一种多元的路线，再加上我们主力市
场的电动化开始了。汽车市场是典型橄榄型的市场，两头不大，而我们电动化是从两头开始的，较大的
一块就是10-15万，这一块中间区域开始崛起了，所以我们觉得明年还是值得期诗的。

Ⅲ、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将成为一大亮点。

今年新能源汽车的海外销售会超过100万辆，120万辆应该是比较靠谱的，明年海外贸易的数量会保持增
长，但我觉得到不了200万辆。明年正好海外好多生产工厂建成。国际化是两条路径，一个是贸易出口;
一个就是在当地投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这是主要模式，就像大众本田在中国建工厂、在中国
生产、在中国销售一样，贸易不是主要的，但是早期靠贸易。所以明年我们的国际化亮点应该在海外生
产、海外销售比重越来越大，再加上我们的出口早期有一个爬坡的过程，所以国际化还会保持贸易+海
外生产的模式，都会是快速增长的趋势慢慢由贸易为主变成海外投资本地化发展为主，这是国际化的基
本规律。

Ⅳ、商用车新能源化智能化将同步加速转型。

我们认为要单独关注一下商用车，乘用车已经是一个良性的自转轨道，自驱动了，也不可逆了。商用车
是我们电动化的下半场，中国是商用车大国，我们的保有量3000多万辆，是碳排放的主体。从“双碳”
和企业自身发展来讲，商用车的电动化、新能源化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我们觉得，在乘用车进入自转
自驱动发展的轨道之后，要把电动T的重点放在商用车上来，解决它的绿色化或者新能源化问题。

另外，商用车和乘用车有一个不同，它是“后电动化”的，这个后电动就赶上了乘用车的智能化。因此
，乘用车是先电动化、后智能化，商用车现在表现出的特征是“两化”同步，就是既做好电动化，同时
也赶上了智能化。因为在它的场景里有智能化的刚需，由两个司机变成一个司机，由一个司机变成完全
自动驾驶，对乘用车来讲那叫好玩，对商用车来讲就是降成本，所以它有强烈的智能化的需求，所以它
是“两化”同步。我们希望大家也多关注一下这3000万多辆的存量市场，300多万辆的增量市场，较高的
时候商用车应该到过600万辆，今年稍微低了一点，就是五六百万辆的增量、3000多万辆的存量。



Ⅴ、汽车与ICT、能源与产业融合速度加快。

明年又是一个跨界大年，就是汽车行业变得越来越跨界，和ICT信息通讯行业、能源行业的融合会进入
到深度融合期，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能源行业看来，汽车是能源的一个负荷、一个组成部分。
但在ICT行业看来，汽车就是一个大终端。在汽车行业看来，我必须打通和能源的链接，必须大量应用I
CT行业的软件、硬件的新技术，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所以从汽车角度，我们就是大的创新集成器，新技
术都要用到我们身上。所以跳出汽车来发展汽车，从融合的角度来推动产业之间相互的链接、相互的赋
能，是汽车行业或者说是中国产业发展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在汽车行业表现的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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