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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電池、鋰礦、智能

化……今年的兩會提案說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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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汽車冷戰、人事變動、價格戰…… 

本以為 2022 年的車市劇情已足夠跌宕，可當拿到 2023 年的車市劇

本，汽車人才知什麼叫撲朔迷離。 

2023 年第一季度還沒過去，車圈巨變已叫人應接不暇，在迷霧中踟躕

的汽車人急需一個風向標。兩會在即，汽車行業相關議題在某種程度

上預示了行業未來的走向，剛好能扮演風向標的角色。 

提振汽車消費 

2022 年底，汽車人還在期待明年能為夢想窒息，誰知 2023 年是以

「亂紀元」開篇的。 

空貨櫃在各大港口堆積如山，外需不振；1 月住戶存款增加 6.2 萬億

元，創歷史同期新高，內需疲軟。宏觀經濟的波動，不可避免地傳導

至汽車消費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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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伊始，汽車人就挨了當頭一悶棍，1 月份的戰報前所未有地慘

烈，乘用車零售 129.3 萬輛，同比下降 37.9%，降幅創下本世紀以來

最高記錄。料到了 1 月車市不會多熱鬧，沒想到冷清如斯，自然而然

地，提振汽車消費、帶動後疫情時代國民經濟增長這一話題被擺到了

檯面上。 

廣汽集團總經理馮興亞呼籲國家繼續實施新能源汽車消費補貼政策，

但不再是補貼企業，而是將補貼給到消費者，同時延續汽車購置稅減

免政策，這樣才能讓汽車消費跑起來。 

馮興亞的視野不止局限於新車消費，也在二手車市場。 



 

隨著我國汽車保有量的增加，二手車市場的規模在持續擴大。2022

年，我國二手車交易量達 1602.78 萬輛，累計交易金額 10595.91

億，據相關人士預測，到 2025 年，我國二手車交易量將超過 3000 萬

台，市場規模將達到 3 萬億元以上。 

顯然二手車市場是汽車人大有可為之處，但我國二手車市場尚不成

熟，這正是政府應發揮作用的時候，推動市場成長，健全報廢機動車

回收利用體系，促進汽車循環流通。 

吉利汽車董事長李書福也看到了當前車市消費下行的問題。在他看

來，中國汽車市場正進入存量時代，在存量時代要想實現增長，企業

就要滿足用戶多元化、個性化的消費需求，而乘用化皮卡正是一支潛

力股。 



 

目前，符合乘用化生產標準、使用標準的皮卡已經問世，且綜合性能

優異，然而現行政策法規與需求不匹配，這一市場遲遲未被激活。 

要想釋放皮卡的市場潛力，國家必得修訂皮卡的監管政策，放寬消費

者使用條件，最好將皮卡劃入乘用車範疇，其年檢政策、報廢政策也

與乘用車對齊。 

電池：實現價廉質優 

中國汽車行業消費不振的大背景下，新能源車卻是一股異軍突起的力

量。2021 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超過 350 萬輛，同比增長

157.8%；2022 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又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答

卷,全年銷量 688.7 萬輛，同比增長 93.4%。 

新能源車產業突飛猛進，帶動電池產業一路狂飆，然而，產業飛速增

長的同時，產品質量卻參差不齊，對大容量電池儲能系統併網運行帶

來新的安全可靠性挑戰。 

因此，寧德時代董事長曾毓群就引導電池產業有序發展獻出三條計

策： 



 

其一，參照核電級安全，建立以失效概率為依據的電池儲能系統安全

分級評估體系，並將該體系納入到重大項目招標條件，引導電池儲能

邁向以「核電級安全」為標杆的高質量發展。 

其二，圍繞大容量高安全高可靠電池儲能集成系統這一關鍵領域，加

強電化學儲能系統測試評估與實證，建設國家級電化學儲能實驗驗證

平台。 

其三，加強電池儲能數據的統計發布和共享，國家儲能平台將數據分

級分類有序開放，同時，儲能主管部門和支撐機構委託動力電池聯盟

按月發布廠家電池裝車數據，並定期發布有公信力的國內儲能電池併

網總量、生產商併網量數據，為電站設備選型提供關鍵數據參考。 

圍繞電池最大的問題除了安全，還有高企的價格，去年「世界動力電

池大會」上，廣汽集團曾慶洪那句「我在給寧德時代打工」，真可謂

說出了每個與寧德時代合作的車企老闆的心聲。 

電池價格居高不下導致整車成本難以下探，當前除部分頭部企業外，

多數新能源企業都在虧錢賣車，從整體來看，新能源汽車行業尚未找

到可持續發展的盈利模式，持續虧損已成為制約新能源汽車產業可持

續發展核心難題。 



... 

長安汽車董事長朱華榮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開出的藥方是，在國

內，出台相關政策，鼓勵有技術實力和資金實力的企業加快國內高品

質鋰資源的探測和開發；在國外，鼓勵和引導國內礦產資源企業、整

車企業和電池電芯企業等市場主體，通過多種方式進行海外鋰礦等礦

產資源戰略布局與開發。一言以蔽之，通過內外同步布局鋰資源，從

成本端解決電池價格問題。 

智能化備受關注 

王傳福說：「新能源汽車的上半場是電動化，下半場是智能化。」在

電動化範疇，有曾毓群等人為電池發聲，針對智能化領域的問題，也

有小鵬汽車董事長何小鵬向政府進言。 

小鵬汽車一向以智能化為賣點，所以何小鵬對新能源車智能化方面的

相關問題也有著更為鮮明的感知。我國智能網聯汽車產業快速發展，

自動駕駛技術發展、落地也被提上了日程，然而「與之相配合的體系

化保障與支撐不完善的問題也日益凸顯，包括安全機制保障、基礎設

施保障和法律法規保障等。」若想解決這個問題，政府需要做這三件

事： 



 

第一，推動加快智能網聯汽車和自動駕駛相關立法工作； 

第二，探索建立自動駕駛技術及自動駕駛汽車保險產品體系； 

第三，推動加快城市高精度地圖審核流程，允許地圖增量更新集中審

核、建立線上備案流程和先用後審機制、允許和鼓勵眾源方式更新地

圖。 

與何小鵬不謀而合關注到汽車智能化問題的是雷軍。小米手機的成功

讓雷軍聲名鵲起，如今風口在新能源車行業，雷軍又果斷入局。許是

得益於做手機的積澱，雷軍發現，新能源車正在成為繼手機之後的又

一「移動智能終端」，與智能化相伴隨的，是汽車每天產生的海量用

戶數據，大量數據被收集、共享和使用，為個人隱私帶來了潛在的風

險。 



 

2021 年，國家先後發布了《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相關

產業部門出台了《汽車數據安全管理若干規定（試行）》《關於加強

智能網聯汽車生產企業及產品准入管理的意見》等管理文件，規定了

汽車領域處理重要數據、敏感個人信息等一些基本原則和要求，但汽

車數據安全標準、認證評價、應用管理等機制仍不完善，制約了汽車

智能化的發展。 

雷軍希望通過制定汽車全生命周期的數據安全標準、構建汽車數據共

享機制及平台等方法，規範汽車數據的使用，未來，汽車數據必將成

為中國車企的核心競爭力之一，而在數據安全保護方面建立高標準，

能讓消費者更樂於與車企共享出行數據，「從而促進產品用戶體驗的

正向提升」，助力中國車企在國際競爭中贏得先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