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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数据亮眼

“周末来看车的人很多，七八人同时围

着一辆车提问，试驾也要排队。 ” 一位刚从

北京某小鹏汽车体验店试驾回来的杜女士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销售市场火爆直接体现在小鹏汽车的

月度交付量数据上。 11月，小鹏汽车交付量

为15613辆， 环比增长54%， 同比增长

270%，连续3个月交付量过万，月度交付量

再上新台阶。 今年前11个月累计交付量为

82155辆，同比增长285%。

多家造车新势力11月新能源汽车交付

量亮眼。 理想汽车11月交付13485辆理想

ONE，同比增长190.2%。 11月蔚来总交付

量为10878辆，同比增长105.6%。 二线造车

新势力也表现不俗。 其中，哪吒汽车11月交

付量挺进“万辆俱乐部” ，交付10013辆，同

比增长372%。 威马汽车11月交付5027辆，

同比增长66.6%。

二胎“奶爸”杨先生近期购入了一辆理

想ONE。“平时上下班用电力，充电成本低；

偶尔带老婆孩子回老家， 上高速还可以加

油。 新能源车是趋势，造车新势力在智能座

舱方面有很多场景十分人性化。 ” 杨先生告

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梅松林认为，与传

统燃油车不同， 智能电动汽车属于新的品

类，打破了传统思路的束缚。 汽车已经不是

机械产品，而是可进化、有生命力的智能终

端。 造车新势力在运营方式、流程、理念、人

才结构等方面具有快速适应变化的优势。

广发信德智能制造与高科技投资部总

经理杨立忠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汽车行业

变革前所未有，整合了材料、传感器、芯片等

维度的创新。在新能源车领域造车新势力没

有包袱，且具有互联网思维，选取车型和核

心零部件的策略相对激进， 更新迭代步伐

快，充分考虑末端用户的体验。 造车新势力

面临挑战。 某头部车企高管郭峰（化名）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造车新势力在传统制

造体系管控方面需要“补短板” 。

探索差异化路径

“辅助驾驶功能很吸引人。 造车新势力

在智能化领域更加激进，比较符合年轻人尝

鲜的心态。 智能电动车价格不断降低，提前

享受最新科技成果是购买智能电动汽车的

一个重要原因。” 小鹏P5车主李厉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

业内人士指出，消费者的关注点更多从

过去的发动机、底盘、变速箱转向自动驾驶、

智能娱乐以及特色服务能力等。

日前， 蔚来宣布电池按月升级项目全

面启动， 在不换车的情况下用户可以体验

新电池的更长续航。 2022年或2023年上半

年， 蔚来将实现向上、 向下的跨级灵活换

电。 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 总裁秦力洪表

示，灵活换电是蔚来可充、可换、可升级的

NIOPower版图上最后一块拼图，形成了自

身的商业闭环。

相较传统车企，造车新势力在营销层面

更具互联网基因，建立品牌直营中心是造车

新势力与用户直接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理

想汽车近日披露，截至今年11月底，公司已

经建立80家直营交付中心， 覆盖全国77个

城市。 接下来，理想汽车将进一步拓展交付

中心网络。此外，哪吒汽车、小鹏汽车等也在

积极扩大直营销售网络， 打破传统4S店经

营模式。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沈进军认为，

传统汽车销售模式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

考验，汽车产品和技术在变，市场结构在

变，消费者需求在变，渠道必然发生变革。

特斯拉、“蔚小理” 等造车新势力，以及传

统汽车的电动车品牌都在进行渠道创新，

试水直营或代理等销售模式，探索多渠道

营销，寻找用户体验与成本效率之间的平

衡点。

郭峰指出，车企能否找到差异化路径十

分关键。从技术、商业模式等维度而言，车企

都在围绕产品表现展开竞争，有的借助此前

积累的产品质量和管控体系口碑，有的采取

新的营销模式获得关注。

争抢细分市场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1-10月，

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254.2万辆， 同比

增长1.8倍。 有观点认为，今年国内新能源汽

车产销规模将有望突破300万辆。

业内人士指出，纯电动技术成为车企的

首选方向。值得关注的是，沙龙、极氪、智己、

阿维塔、 北汽极狐HI版等传统车企高端智

能电动车型将陆续在2022年上市交付，与

蔚来、小鹏、理想等新势力的主要产品形成

正面竞争。 伴随纯电动车型的不断丰富，智

能电动车市场在2022年竞争将越发激烈。

对此，岚图汽车CEO卢放认为，不管是传

统车企的新品牌还是造车新势力， 核心目标

应该是如何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化， 让更多的

燃油车被新能源汽车替代，共同把蛋糕做大。

A级车市场一直被看做是燃油车的

“舒适区” ，占据整个轿车市场近一半份额，

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细分市场。

“同样，A级车市场的份额对于电动车

企的销量提升作用巨大，目前该细分市场还

没有绝对领先的精品车型。率先在该蓝海市

场打造出一款或几款精品车型的车企，将拥

有无法量化的品牌优势。 ” 乘联会秘书长崔

东树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威马汽车创始人、 董事长兼CEO沈晖

预计，到2030年，15万元至25万元价格区间

的电动车型将占约60%的市场份额，渗透率

将从3%增长至40%。

天风证券分析师称，目前10万元-20万元

区间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潜力大，亟待热销车型。

随着搭载传统车企新一代混合动力技术车型

的上市，纯电动车型将与混动车型正面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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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家新能源车企

公布了11月成绩单。蔚来、小

鹏汽车、理想汽车等头部造

车新势力销量均过万，二线

造车新势力亦表现不俗。 同

时，传统车企纷纷加大在新

能源车领域的投入，销量大

幅增长，“反击战” 全面打

响，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谁

执牛耳？

●本报记者 崔小粟

11月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达20.8%

●本报记者 崔小粟

12月8日， 乘联会最新数据显示，11月新

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37.8万辆，同比增长

122.3%，环比增长19.8%。 11月新能源车零售

渗透率为20.8%，1-11月渗透率为13.9%。 乘

联会判断，2022年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可突

破20%。

乘用车零售量181.6万辆

11月，乘用车零售量达到181.6万辆，同比

下降12.7%，环比增长6.0%。 1-11月，乘用车

零售量达到1804.1万辆， 同比增长6.1%，较

1-10月增速下降2个百分点。

分类型看，11月豪华车零售21万辆，同比

下降19%，环比增长17%。 11月自主品牌零售

83万辆，同比增长2%，环比增长8%。

批发方面，11月汽车厂商批发销量215万

辆，环比增长8.9%，同比下降5.1%。 1-11月，

汽车厂商累计批发销量1872.8万辆，同比增长

7.2%。

生产方面，11月乘用车生产222.9万辆，同

比下降2.1%，环比增长13.9%。 其中，豪华品牌

同比增长3%，环比增长20%；合资品牌同比下

降14%， 环比增长17%； 自主品牌同比增长

10%，环比增长10%。 1-11月，乘用车累计生

产1848.6万辆，同比增长7.7%。乘联会表示，近

期芯片短缺影响明显改善，豪华品牌和合资品

牌生产改善明显。

截至11月末， 厂商库存环比增加8万辆，

渠道库存环比增加19万辆。 由于经销商在售

车型库存水平偏低，虽然库存回升，但仍未达

警戒线。 旺季即将到来，经销商有动力提车和

囤积畅销车型。

车市新能源化转型加速

新能源乘用车方面，11月新能源乘用车

批发销量达到42.9万辆，环比增长17.9%，同比

增长131.7%。1-11月，新能源乘用车累计批发

280.7万辆，同比增长190.2%。

11月， 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37.8

万辆， 同比增长122.3%， 环比增长19.8%。

1-11月， 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零售251.4万辆，

同比增长178.3%。乘联会表示，新能源车与传

统燃油车走势形成强烈差异化的特征， 将拉

动车市加速向新能源化转型。

11月， 新能源车厂商批发渗透率达

19.9%。 1-11月，新能源车厂商批发渗透率为

15%。 11月， 自主品牌新能源车渗透率为

33.2%，豪华新能源车渗透率为24.6%，主流合

资品牌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仅3.9%。

11月， 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为20.8%，

1-11月渗透率为13.9%， 较2020年5.8%的渗

透率提升明显。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新能源乘用车

不依赖补贴而是依靠市场需求持续上升。 但

是，随着补贴的退出，近几年新能源大中型客

车渗透率持续下降。

新能源乘用车在短途代步用车和家庭第

二辆车的使用场景较多， 因此出现A00级车

和B级车渗透率较高的情况，未来A级、B级、

A0级市场提升空间巨大。 乘联会判断，2022

年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可突破20%。

11月， 新能源车出口保持强势增长。 其

中，上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6110辆，吉利汽车

出口470辆，长城汽车出口426辆，比亚迪出口

404辆。

11月， 厂商批发销量突破万辆的企业有

14家。其中，比亚迪销量为90546辆，特斯拉中

国销量为52859辆， 上汽通用五菱销量为

50141辆，长城汽车销量为16136辆，小鹏汽车

销量为15613辆，广汽埃安销量为15035辆，奇

瑞汽车销量为14482辆， 理想汽车销量为

13485辆。

乘联会表示，原预计芯片供给改善促使生

产回升到去年11月水平，但实际仍未回到去年

水平。目前芯片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制约

仍未完全消除，畅销车型资源依然紧张。

固态电池蓄势待发

多家企业提前布局

●本报记者 金一丹

近期，固态电池产业备受关注。 宝马、福特等

多家头部车企大力推进固态电池商业化进程，预

计在2025年进入固态电池道路实测或量产应用

阶段。 当升科技则与卫蓝新能源加强在固态锂电

材料领域的战略合作。机构指出，固态电池将成为

引领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技术潮流。

技术不断升级

12月7日，当升科技公告称，公司与北京卫蓝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卫蓝新能源” ）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同意加强在固态锂电材料领

域的战略合作。卫蓝新能源承诺，2022年-2025年

期间向公司采购总量不低于2.5万吨固态锂电材

料，并在高镍多元材料、富锂锰基、钴酸锂、磷酸锰

铁锂等前沿技术领域加强合作交流。

当升科技在公告中指出， 随着全球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动力电池技术随之不断升级。

除当前市场主流的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

外，安全性更好、能量密度更高、使用寿命更长、体

积更小的固态电池被视作下一代动力电池技术发

展的主要方向。

除了当升科技， 多家锂电产业链公司已布

局固态电池产业。2016年，宁德时代宣布进军硫

化物固态电池产业，2021年1月19日公开了两

项固态电池专利。2017年，国轩高科着手研发固

态电池及固态电解质，2019年公司推出半固态

电池试生产线。2019年，赣锋锂业建成亿瓦时级

第一代固态锂电池研发中试生产线。

近年来，宝马、福特、蔚来等车企均在加快布

局固态电池业务，加速固态电池商业化应用落地。

2020年， 赣锋锂业与东风集团签订固态电池E70

车型示范推广协议。 2019年，辉能科技与蔚来合

作，为其定制生产“MAB”固态电池包。 2021年9

月， 宝马和福特两家汽车巨头宣布正在加速固态

电池研发，并计划从2022年开始搭载车辆，并着

手实际工况测试。

国金证券指出， 蔚来等车企将在未来1-2年

推出1000公里续航车型，有望加速半固态电池的

应用进度，进一步促进动力电池由液态到半固态，

再到全固态的路径演进。 固态电池有望享受超越

常规液态电池的估值溢价。

拓展产业空间

固态电池被认为是替代液态电池的下一代技

术，并成为动力电池的重要发展方向。

信达期货研报指出， 固态电池拥有更为稳定

的电解质机械和化学特性， 静态及循环寿命将得

到极大提升；对温度不敏感，能在-50℃-200℃

温度保持放电功率， 可以较大程度缓解冬季电池

容量衰减的问题；同时，能量密度得到极大提升，

预计可以达到当前三元锂电池的2-10倍。

国信证券指出， 软包形态更契合固态电池的

发展要求。无机固态电解质膜相柔韧性相对较差，

固态电池预计大多采用叠片工艺， 而非圆柱封装

路线。软包一方面能量密度更高，另一方面具有较

为丰富的胶状物质封装，更易于固态电池发展。

国信证券预计，2025年全球软包电池出货量

有望达到638GWh， 全球铝塑膜需求量有望达到

6.9亿平方米，对应市场规模约为118亿元。

丰田公司认为，在新一代电池中，固态电池最

适合应用在电动车上。 丰田和日本研究所正在加

紧研发，制定固态电池的标准化生产流程。

中金公司指出，固态电池可以实现锂金属负

极应用，解决电导率低、界面阻抗高、循环性能差

等技术难题。 不过，高一致性产品量产并适配车

的需求仍需较长时间。 2030年前，固态电池仅可

能应用于小部分高端电动汽车中，难以对现有液

态锂电池产业形成较大冲击。

提升安全性能

安全性是固态电池的一大优势。

国金证券指出，固态电池有望解决电池安全

问题。 目前锂离子电池所用电解质为有机电解

液，因其热分解度温度低、易燃、有毒，且电化学

窗口低，导致动力电池安全性能和能量密度的提

升存在一定局限性。 固态电池本质上是用稳定固

态电解质代替易燃有机电解液，进而改善电池安

全性能。

尽管优势显著， 但现阶段固态电池发展仍有

大量现实问题有待解决。信达期货指出，当前的固

态电池界面电阻较高，在空气中的稳定性较差。就

目前的技术而言，单位面积离子电导率较低，导致

常温下功率密度并不理想；同时，循环过程中的电

极与电解质的物理接触变差， 面临充放电循环中

的电极膨胀问题， 突破这些技术壁垒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认为， 固态电池真

正投入大规模商业应用大概在2025-2030年。 当

前锂离子电池的比能量上限大约是每公斤300瓦

时。 2025年将出现与现有液态电解质锂离子电池

比能量大体相当的第一代全固态电池。 2030年

后， 将出现第二代采用新型正负极材料的全固态

电池，比能量会提升到每公斤500瓦时。

视觉中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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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小粟

近日，多家新能源车企公布了11月成绩单。 蔚来、小鹏汽车、理想汽车等头部造车新势力销量均过万，二线造车新势力亦表现不俗。 同时，传统车企纷纷加大在新能源车领域的投入，销量大幅增长，“反击战”全面打响，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谁执牛耳？

销量数据亮眼

“周末来看车的人很多，七八人同时围着一辆车提问，试驾也要排队。 ”一位刚从北京某小鹏汽车体验店试驾回来的杜女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销售市场火爆直接体现在小鹏汽车的月度交付量数据上。 11月，小鹏汽车交付量为15613辆，环比增长54%，同比增长270%，连续3个月交付量过万，月度交付量再上新台阶。 今年前11个月累计交付量为82155辆，同比增长285%。

多家造车新势力11月新能源汽车交付量亮眼。 理想汽车11月交付13485辆理想ONE，同比增长190.2%。 11月蔚来总交付量为10878辆，同比增长105.6%。 二线造车新势力也表现不俗。 其中，哪吒汽车11月交付量挺进“万辆俱乐部” ，交付10013辆，同比增长372%。 威马汽车11月交付5027辆，同比

增长66.6%。

二胎“奶爸”杨先生近期购入了一辆理想ONE。 “平时上下班用电力，充电成本低；偶尔带老婆孩子回老家，上高速还可以加油。 新能源车是趋势，造车新势力在智能座舱方面有很多场景十分人性化。 ”杨先生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梅松林认为，与传统燃油车不同，智能电动汽车属于新的品类，打破了传统思路的束缚。 汽车已经不是机械产品，而是可进化、有生命力的智能终端。 造车新势力在运营方式、流程、理念、人才结构等方面具有快速适应变化的优势。

广发信德智能制造与高科技投资部总经理杨立忠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汽车行业变革前所未有，整合了材料、传感器、芯片等维度的创新。在新能源车领域造车新势力没有包袱，且具有互联网思维，选取车型和核心零部件的策略相对激进，更新迭代步伐快，充分考虑末端用户的体验。造车新势力面临挑

战。 某头部车企高管郭峰（化名）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造车新势力在传统制造体系管控方面需要“补短板” 。

探索差异化路径

“辅助驾驶功能很吸引人。 造车新势力在智能化领域更加激进，比较符合年轻人尝鲜的心态。 智能电动车价格不断降低，提前享受最新科技成果是购买智能电动汽车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鹏P5车主李厉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业内人士指出，消费者的关注点更多从过去的发动机、底盘、变速箱转向自动驾驶、智能娱乐以及特色服务能力等。

日前，蔚来宣布电池按月升级项目全面启动，在不换车的情况下用户可以体验新电池的更长续航 。 2022年或2023年上半年，蔚来将实现向上、向下的跨级灵活换电。 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洪表示，灵活换电是蔚来可充、可换 、可升级的NIOPower版图上最后一 块拼

图 ，形成了自身的商业闭环。

相较传统车企，造车新势力在营销层面更具互联网基因，建立品牌直营中心是造车新势力与用户直接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理想汽车近日披露，截至今年11月底，公司已经建立80家直营交付中心，覆盖全国77个城市。 接下来，理想汽车将进一步拓展交付中心网络。 此外，哪吒汽车、小鹏汽车等也在积极

扩大直营销售网络，打破传统4S店经营模式。

中 国 汽 车 流 通 协 会 会 长 沈 进 军 认 为 ， 传 统 汽 车 销 售 模 式 正 在 面 临 前 所 未 有 的 考 验 ， 汽 车 产 品 和 技 术 在 变 ， 市 场 结 构 在 变 ， 消 费 者 需 求 在 变 ， 渠 道 必 然 发 生 变 革 。 特 斯 拉 、“蔚 小 理 ” 等 造 车 新 势 力 ， 以 及 传 统 汽 车 的 电 动 车

品 牌 都 在 进 行 渠 道 创 新 ， 试 水 直 营 或 代 理 等 销 售 模 式 ， 探 索 多 渠 道 营 销 ， 寻 找 用 户 体 验 与 成 本 效 率 之 间 的 平 衡 点 。

郭峰指出，车企能否找到差异化路径十分关键。 从技术、商业模式等维度而言，车企都在围绕产品表现展开竞争，有的借助此前积累的产品质量和管控体系口碑，有的采取新的营销模式获得关注。

争抢细分市场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1-10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254.2万辆，同比增长1.8倍。 有观点认为，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将有望突破300万辆。

业内人士指出，纯电动技术成为车企的首选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沙龙、极氪、智己、阿维塔、北汽极狐HI版等传统车企高端智能电动车型将陆续在2022年上市交付，与蔚来、小鹏、理想等新势力的主要产品形成正面竞争。 伴随纯电动车型的不断丰富，智能电动车市场在2022年竞争将越发激烈。

对此，岚图汽车CEO卢放认为，不管是传统车企的新品牌还是造车新势力，核心目标应该是如何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化，让更多的燃油车被新能源汽车替代，共同把蛋糕做大。

A级车市场一直被看做是燃油车的“舒适区” ，占据整个轿车市场近一半份额，同时也是竞争最激烈的细分市场。

“同样，A级车市场的份额对于电动车企的销量提升作用巨大，目前该细分市场还没有绝对领先的精品车型。 率先在该蓝海市场打造出一款或几款精品车型的车企，将拥有无法量化的品牌优势。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威马汽车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沈晖预计，到2030年，15万元至25万元价格区间的电动车型将占约60%的市场份额，渗透率将从3%增长至40%。

天风证券分析师称，目前10万元-20万元区间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潜力大，亟待热销车型。随着搭载传统车企新一代混合动力技术车型的上市，纯电动车型将与混动车型正面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