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米入场 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加剧

3月28日晚间至3月29日，小米汽车上市发售活动在全网持续刷屏。 小米汽车入场，让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当前，新能源汽车销量、渗透率以及出口节节攀升，同时国内车企的创新能力持续提升。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解到，面对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的态势，国内新能源车企“进退结合” ：在技术创新、出口、差异化发展方面继续进攻，在弱势车型、弱势市场选择战略收缩。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继续上扬的同时，更多市场亮点不断凸显。 新能源车产业空间广阔，车企需要持续创新，巩固自身竞争优势避免掉队。

●本报记者 王辉

小米汽车引发高度关注

小米汽车上市引发高度关注。 小米汽车首款电动产品SU7共分为3个版本：具备700公里长续航和智驾功能的SU7标准版，定价21.59万元；标配830公里超长续航、激光雷达以及小米智驾Max城市NOA的SU7� Pro版本，定价24.59万元；被小米汽车创始人雷军称为“性能猛兽”的SU7� Max版本，定价29.99万元。 上述三款车型已开启预订。

在3月28日晚间的小米汽车上市发布会现场，“几乎半个新能源车圈掌门人”汇聚于此。 “蔚小理”三家造车新势力的创始人李斌、何小鹏、 李 想 ， 长 城 汽 车 董 事 长 魏 建 军 ， 北 汽 集 团 新 任 董 事 长 张 建 勇 均 出 现 在 发 布 会 上 。 面 对 “小 米 SU7 超 预 期 定 价 ” ， 发 布 会 现 场 第 一 排 就 坐 的 几 位 车 企 掌 舵 人 诸 如“微 笑 ” “苦 笑 ” “含 蓄 的 笑 ” 更 被 网 友 制 作 成 “表 情 包 ” ， 并 迅 速 走 红 网 络 。

小米“下锅” ，让行业五味杂陈。 从数据上看，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新能源车市场表现依旧快速上扬。

乘联会最新监测数据显示，3月1日至24日，国内乘用车市场零售102.8万辆，同比增长11%；新能源车市场零售49万辆，同比增长39%，环比增长84%。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155万辆，同比增长38%。 乘联会预计，3月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提升至45.5%。 出口方面，乘联会数据显示，2024年1至2月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万辆，出口增速达22%。

针对第一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表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章弘向记者表示，在销量增长的同时，新能源车市场价格竞争硝烟四起，多家车企陆续跟进。 特别是“10万元价格带”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 从产业技术创新角度看，章弘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延续技术创新势头，尤其在智能化方面展现出强劲动力，辅助驾驶、网络数据下载使用、语音控制等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48V电子平台的推出，进一步促进电动车从机械产品向机器人方向转化，从而极大提升自动驾驶的性能。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认为，2023年至今年第一季度，自主品牌在乘用车市场的份额提升明显。 一方面，中端市场国产替代进口加速推进；另一方面，自主车企的“价格带”提升趋势明显。 该机构认为，2024年新能源车出口和零售销量仍有较大增长潜力，自主品牌将在中高端市场进一步发力，单车均价有望持续提升。

业内人士表示，国内销量快速增长、“出海”继续加速、自主品牌与技术创新同步崛起、产业迎来小米汽车等重磅新势力下场，成为今年第一季度国内新能源车产业突出的“四大亮点” 。

何处寻觅增长空间

新能源汽车赛道竞争加剧，产业还有哪些潜力可以挖掘？

“一季度车市尤其是新能源车市保持整体稳定向上的态势，本土品牌比如比亚迪、长安等表现抢眼。 除了政策端和价格端利好，业界观察到车企在产品端持续技术迭代为消费者带来更顺畅的体验。 ”安迈咨询董事总经理舒畅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首先，车规级大算力芯片性能大幅提升，智能座舱在功能和场景上更多元化。 更高分辨率的屏幕、更高效的运行，AI拓展应用更顺畅，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用户体验。 预计2024年会有更多新能源车型进行技术升级和迭代。 其次，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车企陆续推出800V平台车型，未来两年800V平台车型占比预计会进一步提升，而价格将进一步下探。

“出海”方面，随着更多头部车企在海外市场持续发力，相关“增量市场”“品牌提升”同样值得关注。以国内最大车企上汽集团为例，今年春节之后，上汽集团就宣布，旗下高端电动自主品牌智己汽车将在2024年正式“出海”，并利用上汽现有的体系化“出海”能力和全球超过2000家销售网点优势，开启攻略全球市场新征程。

上汽国际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赵爱民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己品牌代表整个上汽集团的“智造向上”，上汽海外团队有信心将这一高端电动品牌和相关高端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舒畅表示，今年以来，除了比亚迪等较早布局海外业务的车企继续开发新市场投建新工厂，新势力车企包括理想、小鹏等也纷纷高调进入或者扩张海外业务。 当前，中国车企“出海”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有望继续快速增长。

从政策面看，沃达福数字汽车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翔称，“今年以来，绿牌、购置税等方面的政策仍然保持支持态势。 另外，一些地方出台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将带来新的市场空间。 总体而言，对于新能源车企而言，2024年将是不容错过的宝贵发展窗口期” 。

部分企业做好两手准备。 3月27日晚间，蔚来汽车发布公告，下调其2024年一季度交付展望。 据悉，2024年蔚来汽车制定了23万辆的交付目标。 此前的3月21日，理想汽车发布公告，由于销售订单不及预期，公司将一季度交付量展望下调至7.6万辆至7.8万辆，下调约24%。

多方共议“巩固竞争优势”

近年来，凭 借着强 大的产 业链优势 、制造成 本优势 和持续 不断的技 术创新 ，中国汽 车工业逐 步在全 球竞争 中实现“弯道超车 ” ，在新能 源汽车 领域取 得不俗成 绩 。 当前 ，新能源 汽车市场 竞争更 趋激烈 ，已有多 家头部车 企调低 了今年 销量预 期以及海 外销量 目标。 在 此背景下 ，中国新 能源汽 车产业 如何更好 巩固自 身先发 优势、持 续保持领 先 ，这是 产业界 需要思考 的重要 课题 。

近日，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上海浦东特斯拉体验中心实探，一位销售人员表示，今年以来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仍然保持小幅增长。 不过，该销售人员坦承，面对中国本土车企的激烈竞争和未来市场需求存在的不确定性，特斯拉的确感受到一定压力。 相关信息显示，截至3月29日，特斯拉中国今年以来已进行了两次调价，并在车险等方面对消费者给出幅度不小的补贴。

如何更好地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章弘表示，中国车企需要继续在新能源汽车“三个技术系统”（电动系统、机械系统和智能系统）上继续创新迭代，不断稳固自身的竞争“护城河”和先发优势。 例如，在电动系统方面，继续加大固态电池、高压快充等技术的研发；对于机械系统，推动一体化压铸和轻量化技术进步，降低制造成本。 另外，智能化将是今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关键，也是产业竞争焦点，中国新能源车产业需要紧跟自动驾驶“风向标” 。

不过，“从盈利层面看，中国车企还有努力提升的空间。 ”章弘表示，例如，从今年一季度的市场竞争形势看，降价促销、“赔本赚吆喝”争夺市占率，长此以往一些车企难以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技术创新。

此外，舒畅认为，在“软件定义汽车”时代，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越来越快。 “提质降本”“补能保障”和“智能创新”三位一体发展，将帮助车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护城河” ，巩固自身竞争力优势。 在智能创新方面，中国新能源车企需要在大模型、多模态交互、舱驾合一等重点方向继续发力。

“出海”方面，章弘表示，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和地缘环境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将面临新的考验。 同时，随着出口规模扩大，售后服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客观上要求中国车企尽快解决好售后服务的配套问题。

张翔认为，全球持续致力于碳减排、碳中和，这意味着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出海”迎来机遇。 如何更好地提升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和认可度，更好地应对贸易政策，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和效益，是产业界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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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动力电池厂商优势进一步扩大

● 本报记者 乔翔

得益于原材料成本整体下行，2023年动

力电池企业整体盈利表现相对稳定。从产业

链利润分配看，动力电池利润占整个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的比重较2022年有所提升，但企

业之间分化较为明显，头部企业的优势进一

步扩大。

头部企业竞争力凸显

2023年以来， 碳酸锂价格大幅波动，呈

现明显下降趋势。 同时，锂电池上游其他环

节亦由于供需错配价格下行，综合作用下使

得锂电企业成本持续优化。 其中，头部企业

凭借显著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在2023年

实现了不错的业绩表现。 业内人士认为，头

部企业与二三线厂商的差距将持续拉大。

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动力电

池市场增长。 作为全球动力电池龙头，宁德

时代 2023年年报显示， 公司实现营收

4009.17亿元，同比增长22.01%，归母净利润

为441.21亿元，同比增长43.58%。 电池业务

层面，宁德时代2023年实现锂离子电池销量

390GWh，同比增长34.95%。 其中，动力电

池系统销量321GWh， 同比增长32.56%；储

能电池系统销量69GWh，同比增长46.81%。

根据SNE� Research统计数据，2023年

宁德时代全球动力电池使用量市占率为

36.8%，较上年提升0.6个百分点，连续7年排

名全球第一。 2023年，公司全球储能电池出

货量市占率为40%，连续3年排名全球第一。

比亚迪日前发布的2023年年报显示，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6023.15亿元， 同比增长

42.04%；归母净利润为300.41亿元，同比增

长80.72%。 比亚迪在年报中表示，尽管2023

年汽车行业面临竞争加剧等诸多挑战，但凭

借不断提升的品牌力、快速增长的“出海”

销量、持续扩大的规模优势和强大的产业链

成本控制能力， 叠加上游原材料价格回落，

公司继续保持良好的盈利能力。

国轩高科预计2023年净利润至少同比

增长157%。公司供应链布局成效初显，原材

料成本价格进一步下降。公司全面引入大众

集团管理体系，实现降本增效，锂电池业务

高速发展。此外，亿纬锂能表示，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和创新力度，促进国内外动力电池及

储能产业持续增长。 随着新工厂、新产线进

入量产阶段，公司出货规模增长迅速，实现

了良好的业绩。

库存跌价影响盈利表现

头部企业通过规模和研发优势，在愈发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享受核心技术带来的产

品溢价。 与此同时，因上游原材料价格下跌

带来的库存跌价损失不可忽视，叠加整个行

业竞争持续加剧这一重要因素，电池产业链

部分企业2023年业绩表现不佳。

“期初高额库存导致毛利润率受到挤

压， 并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 孚能科技在

2023年业绩快报中坦言，期初存在大量高成

本库存商品和原材料，而产品销售价格随原

材料现货价格下调，导致毛利显著下滑。

据披露，孚能科技按存货成本与可变现

净值孰低， 计提了2023年存货跌价准备逾5

亿元。

鹏辉能源存在类似情况。 公司称，由于

上游材料碳酸锂价格大幅下跌，加上市场竞

争加剧， 公司锂电产品单位售价降幅较大，

叠加下游企业去库存等因素，从而影响了公

司2023年业绩表现。 此外，产品降价导致期

末计提了较大金额存货跌价准备，从而影响

了盈利。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2023年经营过程中

暴露出来的问题，孚能科技及时进行了管理

团队调整， 更换或新聘了总经理和营销、财

务、研发、海外负责人，并制定了以降本增利

为核心的一系列举措。

孚能科技表示，截至2023年末，期初高

成本库存产品基本销售完毕，期末存货账面

价值大幅下降至合理水平，库存压力显著减

轻。 同时，完成了原材料供应商新一轮谈判

工作，战略绑定了原材料供应渠道。

新能源车渗透率有望提升

机构看好产业链投资机会

● 本报记者 李梦扬

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最新数据，3月1日至

3月24日，新能源车市场零售49万辆，同比

增长39%；今年以来累计零售155万辆，同比

增长38%。乘联会预测，3月新能源车零售渗

透率可达45.5%。

业内人士预计，新能源车渗透率将保持

稳中向上趋势。 随着行业景气度逐步提升，

电池、材料、充电桩等多个产业链细分环节

投资机会涌现。

一季度总销量增长可期

乘联会预测，3月新能源车零售75.0万

辆左右，同比增长37.1%，环比增长93.2%。

“3月上半月乘用车销量受低基数影响

环比高增长，一季度总销量增长可期。 ” 开

源证券分析师任浪表示，3月以来，车企继续

推出多种形式优惠，尤其是新能源车综合促

销幅度有扩大趋势。 例如， 比亚迪推出元

PLUS、宋Pro� DM-i、海鸥等车型荣耀版，

小鹏全系降价。降价主要受新能源车原材料

降本、抢占燃油车市场份额等因素驱动。 短

期来看，受降价潮影响，消费者存在观望情

绪。长期来看，待价格相对企稳后，切实的优

惠有望提振终端销量。

新能源车渗透率方面，中国银河证券分

析师石金漫认为，新能源车对燃油车的领先

优势愈发明显，推动消费者向新能源产品持

续转化， 叠加老款燃油车去库存进展顺利，

新品上市进程显著放缓，新能源车将持续形

成对燃油车的替代， 预计自3月起新能源车

渗透率将回升至2023年底的高水平之上，且

全年有望保持稳中向上趋势。

国泰君安分析师吴晓飞亦称，预计3月开

始新能源车渗透率将加速恢复。 自主品牌市

占率有望再上新台阶。 同时，2024年自主品

牌将发力出口市场， 将提升整车企业盈利水

平。 部分自主品牌一季度业绩有望超预期。

中长期看， 据3月28日国家信息中心学

术年会上发布的报告，预计新能源车渗透率

将从2023年的35.2%提升到2033年的60%，

渗透率提升幅度预计在2028年后大幅放缓。

挖掘产业链投资机遇

根据中信证券研报，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上游主要包括上游资源、锂电设备等；中游包

括三元正极、铁锂正极、负极材料、隔膜、电池

等材料；下游包括整车、客车、充电桩等环节。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回暖，3月电池

厂商和材料厂商排产环比回升明显，产业链

迎阶段性修复。 ”东莞证券分析师黄秀瑜表

示，建议关注受益产业链利润重构的电池环

节， 拥有优质产能的材料环节头部企业，以

及电池技术迭代带动需求增量的环节。

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游领域 ，

“2023年锂电行业受到产业链大幅降价、行

业去库存、 排产不及预期等多种因素影响，

板块整体下行。 短期看，随着3月排产复苏，

锂电板块有望迎来反弹。 展望2024年，在行

业量增、价格止跌以及出口提升等多重积极

因素综合作用下， 我们认为机会大于风

险。 ” 东方证券研报显示。

海通证券分析师马天一认为，随着锂电

产业链原材料成本不断下降，政策扶持叠加

终端需求不断提升，新能源车销量有望持续

增长，锂电产业链需求将逐步提升。

下游细分方向的投资机会成为券商分

析师关注焦点。 东方证券分析师卢日鑫表

示， 国内新能源车保有量预计将持续高增

长，叠加政策刺激，充电桩布局较深的运营

及制造公司有望迎来较大弹性。建议围绕三

个方面布局：一是充电桩设备端；二是充电

桩运营端；三是超充产业链。

西南证券分析师郑连声表示，随着北京

车展临近， 汽车行业将迎来新一轮催化，整

车销量有望在新车供给和政策推动下持续

提升，建议关注整车板块阶段性机会。

小米汽车上市引发高度关注。 小米汽车首

款电动产品SU7共分为3个版本： 具备700公里

长续航和智驾功能的SU7标准版， 定价21.59万

元；标配830公里超长续航、激光雷达以及小米

智驾Max城市NOA的SU7� Pro版本，定价24.59

万元；被小米汽车创始人雷军称为“性能猛兽”

的SU7� Max版本，定价29.99万元。 上述三款车

型已开启预订。

在3月28日晚间的小米汽车上市发布会现

场，“几乎半个新能源车圈掌门人” 汇聚于此。

“蔚小理” 三家造车新势力的创始人李斌、何小

鹏、李想，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北汽集团新

任董事长张建勇均出现在发布会上。 面对“小

米SU7超预期定价” ， 发布会现场第一排就坐

的几位车企掌舵人诸如 “微笑”“苦笑”“含

蓄的笑” 更被网友制作成“表情包” ，并迅速

走红网络。

小米“下锅” ，让行业五味杂陈。 从数据上

看，今年第一季度，我国新能源车市场表现依旧

快速上扬。

乘联会最新监测数据显示，3月1日至24日，

国内乘用车市场零售102.8万辆，同比增长11%；

新能源车市场零售49万辆，同比增长39%，环比

增长84%。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155万辆，同比增

长38%。乘联会预计，3月国内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将提升至45.5%。 出口方面， 乘联会数据显示，

2024年1至2月中国汽车实现出口83万辆， 出口

增速达22%。

针对第一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表现，中

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章弘向记者表

示，在销量增长的同时，新能源车市场价格竞争

硝烟四起，多家车企陆续跟进。 特别是“10万元

价格带” 的竞争，已进入白热化。 从产业技术创

新角度看，章弘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延续

技术创新势头，尤其在智能化方面展现出强劲动

力，辅助驾驶、网络数据下载使用、语音控制等技

术得到广泛应用。 48V电子平台的推出，进一步

促进电动车从机械产品向机器人方向转化，从而

极大提升自动驾驶的性能。

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认为，2023年至今年

第一季度，自主品牌在乘用车市场的份额提升明

显。 一方面，中端市场国产替代进口加速推进；

另一方面，自主车企的“价格带”提升趋势明显。

该机构认为，2024年新能源车出口和零售销量

仍有较大增长潜力，自主品牌将在中高端市场进

一步发力，单车均价有望持续提升。

业内人士表示，国内销量快速增长、“出海”

继续加速、自主品牌与技术创新同步崛起、产业

迎来小米汽车等重磅新势力下场，成为今年第一

季度国内新能源车产业突出的“四大亮点” 。

新能源汽车赛道竞争加剧，产业还有哪些潜

力可以挖掘？

“一季度车市尤其是新能源车市保持整体

稳定向上的态势，本土品牌比如比亚迪、长安等

表现抢眼。 除了政策端和价格端利好，业界观察

到车企在产品端持续技术迭代为消费者带来更

顺畅的体验。 ”安迈咨询董事总经理舒畅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

首先， 车规级大算力芯片性能大幅提升，智

能座舱在功能和场景上更多元化。更高分辨率的

屏幕、更高效的运行，AI拓展应用更顺畅，很大

程度上提升了用户体验。 预计2024年会有更多

新能源车型进行技术升级和迭代。 其次，今年以

来越来越多的车企陆续推出800V平台车型，未

来两年800V平台车型占比预计会进一步提升，

而价格将进一步下探。

“出海”方面，随着更多头部车企在海外市场

持续发力，相关“增量市场”“品牌提升”同样值

得关注。 以国内最大车企上汽集团为例，今年春节

之后，上汽集团就宣布，旗下高端电动自主品牌智

己汽车将在2024年正式“出海” ，并利用上汽现有

的体系化“出海”能力和全球超过2000家销售网

点优势，开启攻略全球市场新征程。

上汽国际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赵爱民在接受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智己品牌代表整个上

汽集团的“智造向上” ，上汽海外团队有信心将这

一高端电动品牌和相关高端产品推向全球市场。

舒畅表示，今年以来，除了比亚迪等较早布

局海外业务的车企继续开发新市场投建新工厂，

新势力车企包括理想、小鹏等也纷纷高调进入或

者扩张海外业务。当前，中国车企“出海” 仍处于

起步阶段，未来有望继续快速增长。

从政策面看，沃达福数字汽车国际合作研究

中心主任张翔称，“今年以来，绿牌、购置税等方

面的政策仍然保持支持态势。 另外，一些地方出

台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将带来新的市场空间。 总

体而言，对于新能源车企而言，2024年将是不容

错过的宝贵发展窗口期” 。

部分企业做好两手准备。 3月27日晚间，蔚

来汽车发布公告， 下调其2024年一季度交付展

望。 据悉，2024年蔚来汽车制定了23万辆的交付

目标。 此前的3月21日，理想汽车发布公告，由于

销售订单不及预期，公司将一季度交付量展望下

调至7.6万辆至7.8万辆，下调约24%。

近年来，凭借着强大的产业链优势、制造成

本优势和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 中国汽车工业

逐步在全球竞争中实现 “弯道超车” ， 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取得不俗成绩。 当前， 新能源汽车

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已有多家头部车企调低了

今年销量预期以及海外销量目标。 在此背景

下，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更好巩固自身先

发优势、 持续保持领先， 这是产业界需要思考

的重要课题。

近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上海浦东特斯拉

体验中心实探，一位销售人员表示，今年以来特

斯拉在中国的销量仍然保持小幅增长。 不过，该

销售人员坦承， 面对中国本土车企的激烈竞争

和未来市场需求存在的不确定性， 特斯拉的确

感受到一定压力。 相关信息显示，截至3月29日，

特斯拉中国今年以来已进行了两次调价， 并在

车险等方面对消费者给出幅度不小的补贴。

如何更好地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章弘表示，

中国车企需要继续在新能源汽车 “三个技术系

统”（电动系统、机械系统和智能系统）上继续

创新迭代，不断稳固自身的竞争“护城河” 和先

发优势。 例如，在电动系统方面，继续加大固态

电池、高压快充等技术的研发；对于机械系统，

推动一体化压铸和轻量化技术进步， 降低制造

成本。 另外，智能化将是今后新能源汽车发展的

关键，也是产业竞争焦点，中国新能源车产业需

要紧跟自动驾驶“风向标” 。

不过，“从盈利层面看， 中国车企还有努力

提升的空间。”章弘表示，例如，从今年一季度的

市场竞争形势看， 降价促销、“赔本赚吆喝” 争

夺市占率， 长此以往一些车企难以投入更多资

源进行技术创新。

此外，舒畅认为，在“软件定义汽车” 时代，

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越来越快。 “提质降本”

“补能保障” 和“智能创新” 三位一体发展，将

帮助车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形成“护城河” ，

巩固自身竞争力优势。 在智能创新方面，中国新

能源车企需要在大模型、多模态交互、舱驾合一

等重点方向继续发力。

“出海” 方面，章弘表示，在当前的全球经

济环境和地缘环境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

将面临新的考验。 同时，随着出口规模扩大，售

后服务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客观上要求中国车

企尽快解决好售后服务的配套问题。

张翔认为， 全球持续致力于碳减排、 碳中

和，这意味着中国新能源车产业“出海” 迎来机

遇。 如何更好地提升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的知

名度和认可度，更好地应对贸易政策，提升中国

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和效益， 是产业界需要重

点考虑的问题。

小米汽车引发高度关注

何处寻觅增长空间

多方共议“巩固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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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入场 新能源汽车产业“内卷”加剧

3月28日晚间至3月29日，小米汽车上

市发售活动在全网持续刷屏。 小米汽车入

场，让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更趋激烈。 当

前，新能源汽车销量、渗透率以及出口节

节攀升，同时国内车企的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 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了解到，面对市

场竞争更趋激烈的态势，国内新能源车企

“进退结合” ：在技术创新、出口、差异化

发展方面继续进攻，在弱势车型、弱势市

场选择战略收缩。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在继续上扬的同时，更多市场亮

点不断凸显。 新能源车产业空间广阔，车

企需要持续创新，巩固自身竞争优势避免

掉队。

●本报记者 王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