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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启动 自主品牌充

分受益 
——汽车行业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启动 自主品牌充分受益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延续上年思路，规模继续扩大 

3 月 31 日，2021 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启动，活动由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商

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组织开展，委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组织实施。相对于 20

年的下乡政策有如下特点： 

 思路延续，时间更长、覆盖区域更广：2021 年 3-12 月，主要覆盖三四线及

农村地区； 

 车型丰富、形式多样，增加线上网络购车活动：首批 52 款车型； 

 鼓励地方配套政策，改善使用环境； 

 宣传引导，加大新能源汽车科普宣传力度。 

2020 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约 18 万。预计，2021 年汽

车下乡将拉动新能源汽车销量近 40 万台，贡献新能源汽车约 20%的增量销量。 

除了新能源下乡，各地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基本结束，部分情况下有延续可能。 

 购车补贴：国家新能源购置税减免至 2022 年底，地方补贴呈现多样化，至

21 年一季度基本结束，定向补贴有望延续。 

 限牌有条件放宽：目前现有的“8 城 1 省”限牌地区中，20 年累计增加号

牌 20 万个，21 年天津、杭州延续。虽然从绝对数量有限，但对促进管理精

细化、人性化具有重要意义。 

 改善汽车消费环境、增加使用便利：除了提供更多样的消费选择，在二手车

流通领域取消限迁、加强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建设以便利消费者是政策未

来制定和实施的趋势。 

针对此次新能源汽车下乡及现行的汽车刺激政策，我们建议关注产品结构更贴

近农村及三四线地区消费需求的自主品牌车企，如长城汽车、长安汽车、上汽

集团、吉利汽车等，对部分核心车型进行产品供应的关键零部件企业，如华域

汽车、福耀玻璃、万安科技等，以及电池、充电桩等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标的

（电新、有色覆盖）。 

市场回顾： 

截至 4 月 2 日收盘，汽车板块上涨 1.6%，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汽车板块

涨幅落后沪深 300 指数 0.9 个百分点。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幅在

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13 位，排名居中。年初至今跌幅达 6.4%，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23 位。 

子板块周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2.3%)，商用载货车(+4.8%)，商用载客车

(+0.2%)，汽车零部件(+1.1%)，汽车服务(+1.6%)。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13.5%)，商用载货车(+17.5%)，商用载

客车(-16.9%)，汽车零部件(-2.9%)，汽车服务(-1.8%)。 

 涨跌幅前五名：江铃汽车、双环传动、福耀玻璃、长城汽车、朗博科技。  

 涨跌幅后五名：正裕工业、新日股份、松芝股份、小康股份、中国中期。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21 年在汽车板块更应关注盈利确定增长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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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估值修复的公司。因此我们建议关注：目前估值合理的零部件板块的优质

企业：拓普集团、继峰股份、伯特利、星宇股份、中鼎股份、湘油泵、明新旭腾

等；以及随着疫情逐步受控、以及海外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前期压制的需求释放

带来的机会，如：客运板块的宇通客车、金龙客车、汽车销售板块的广汇汽车以

及与汽车交通运输活跃度直接相关、而且近期迎来涨价潮的轮胎板块的玲珑轮

胎、赛轮轮胎（化工覆盖）等。 

本周推荐组合：星宇股份 20%、拓普集团 20%、湘油泵 20%、明新旭腾 20%

和广汇汽车 20%。 

 

风险提示：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原材料上涨

的风险；供应链关键部件短缺的风险；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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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启动 自主品牌充分受益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启动：延续上年思路，规模继续扩大 

3 月 31 日，2021 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启动，活动由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商务

部、国家能源局联合组织开展，委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组织实施。 

 思路延续，时间更长、覆盖区域更广。活动主体仍旧由协会组织车企实施，形势

延续上年思路；时间上跨度更长，为 2021 年 3 月至 12 月；地区上覆盖更广，主

要为山西、吉林、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山东、江苏、海南、四川和

青岛等地，选择三四线城市、县区举办若干场专场、巡展、企业活动。 

 车型丰富、形式多样，增加线上网络购车活动。此次活动首批车型 52 个，涵盖

了微型车、轿车、SUV、微面、电动轻卡等多种车型，车型样式丰富，能重复满

足消费者不同场景需求。此外，除了线下活动，今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举办网

络购车活动。 

 鼓励地方配套政策，改善使用环境。活动还对地方配套政策提出了期许，即鼓励

各地出台更多新能源汽车下乡支持政策，改善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推动农村充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宣传引导，加大新能源汽车科普宣传力度。此举将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营造良

好舆论环境，反哺活动影响力提升、规模扩大。 

表1：2020 年三批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及 2021 年首批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 

批次 车型数目 主力车型 

2020 第一批 16 北汽新能源 EC3、长城欧拉 R1 和 IQ、长安奔奔 E-star、

比亚迪元、E1、E2、E3 等 

2020 第二批 36 五菱宏光电动车、宝骏 E300、比亚迪 S2、欧尚尼欧、跨越

X1EV、开瑞 K60EV、威尔马斯特 EX5、 上汽荣威 Ei5 、

雷丁 i3、i5、风神 E70、启辰 e30 等 

2020 第三批 9 东风风神奕炫 EV500、比亚迪 EV 535 和秦 EV、云度π3 

Pro 远行版、零跑 T03、吉麦凌宝 BOX、成都大运悦虎 3、

国机智骏 GC1 和中通客车开阳系列 EV 

2021 第一批 52 比亚迪 S2、E1、E2、E3 等、上汽通用五菱宏光 MINI EV

等、上汽荣威 Ei5 等、长城欧拉 iQ、R1、白毛等、奇瑞 EQ1、

开瑞 K60EV 等、长安奔奔 E-STAR、欧尚 A600EV 等、吉

利枫叶 30X、帝豪 EV500 等、威马 EX5 等、江铃 EV3、华

晨新海狮 EV 等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回顾 2020 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约 18 万，效果显著。预

计，2021 年汽车下乡将拉动新能源汽车销量近 40 万台，贡献新能源汽车约 20%

的增量销量。 

2020 年 7 月，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三部委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新能

源汽车下乡活动的通知》开始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活动共有 3 批 24 家车企的

61 款车型参与，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约 18 万辆，推广车型多为性价比相对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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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A 级车，如上汽通用五菱旗下的五菱宏光 MINI EV 连续蝉联新能源车型单月

销量冠军。考虑到三四线和农村市场对于价格的敏感性，性价比相对较高的自主品

牌有望在新一轮下乡政策中持续受益。 

除了新能源下乡，各地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基本结束，部分情况下有延续可能。 

 购车补贴：国家新能源购置税减免至 2022 年底，地方补贴呈现多样化，至 21 年

一季度基本结束，定向补贴有望延续。国家层面：2020 年 4 月，财政部、税务总

局、工信部等部委联合发文，明确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免征政策延长至 2022 年底，。

地方层面：针对各地情况，推出了购车消费券、加油、充电、保养等多方面的优

惠和补贴政策，多数政策实施时间在 20 年内基本结束，部分地市补贴延续至 21

年一季度。值得注意的是，20 年部分地区如湖北、长沙、长春等汽车产业集中区，

主要针对本地产乘用车给予一次性补贴，此类定向补贴在部分地区有望延续。 

 限牌有条件放宽：20 年累计增加号牌 20 万个，21 年天津、杭州延续。目前我国

有“8 城 1 省”，即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杭州、深圳、石家庄和海南存在限牌

政策。主要限牌城市消费能力较强，受限牌限购影响，牌照中签率普遍偏低。2021

年 3 月上海沪牌拍卖结果显示，沪牌最低成交价 92500 元，中签率 4.3%。2020

年，各个地方通过不同方式增加了限牌指标，调控从申请条件、车型配置等方面

提出具体要求，累计号牌增加约 20 万个。虽然从绝对数量上讲效果有限，但对

于促进管理精细化、人性化具有重要意义。2021 年天津、杭州已经明确表示拟增

加号牌指标。 

表2：限牌城市/地区 2020 年内扩增指标情况 

限牌城市/地区 发文时间 20 年年内拟扩增指标数量 

杭州 2020-3 20000 

广州 2020-4 >10000 

上海 2020-4 40000 

天津 2020-5 35000 

海南省 2020-5 60000 

北京 2020-6 20000（限新能源） 

深圳 2020-6 放宽申请条件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策主管部门，申港证券研究所 

 改善汽车消费环境、增加使用便利：在补贴等直接政策逐步退坡之后，更为长效

的政策会是未来的主导。除了提供更多样的消费选择，在二手车流通领域取消限

迁、加强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建设以便利消费者是政策未来制定和实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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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现行汽车产业政策分类一览表 

 

资料来源：CATARC，申港证券研究所 

针对此次新能源汽车下乡及现行的汽车刺激政策，我们建议关注产品结构更贴近农

村及三四线地区消费需求的自主品牌车企，如长城汽车、长安汽车、上汽集团、吉

利汽车等，对部分核心车型进行产品供应的华域汽车、福耀玻璃、万安科技等，以

及电池、充电桩等产业链上下游的相关标的（电新、有色覆盖）。 

2.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总体来看，汽车行业随着疫情好转和各项刺激政策加持，行业触底反弹态势明朗，

景气度持续回升，未来产销有望持续向上。考虑到汽车行业目前整体情况，建议关

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特别是低估零部件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节能、新能源和智

能网联等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商用车、后市场等领域的潜在机会。 

整车板块： 

 长期看好技术领先和产品结构完善的龙头企业，如长城汽车、比亚迪、吉利汽车、

长安汽车、上汽集团等； 

 重卡、皮卡、冷藏车等细分市场的增长潜力，如中国重汽、长城汽车、福田汽车

等。 

零部件及后市场板块： 

 技术领先的成长性龙头，如华域汽车、均胜电子、星宇股份、潍柴动力、中鼎股

份、湘油泵、华阳集团、明新旭腾等； 

 “国内大循环”带来的国产替代机会，如万里扬、三花智控等； 

 强势整车企业（特斯拉、大众、吉利）对核心零部件的拉动效应，如新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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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普集团、旭升股份等； 

 标准法规进步带来的技术革新机会，如国六排放领域的奥福环保、艾可蓝等，节

能降耗领域的潍柴集团、威孚高科等。 

结合目前市场基本情况，我们本周推荐投资组合如下： 

表3：本周推荐投资组合 

公司 权重 

湘油泵 20% 

明新旭腾 20% 

星宇股份 20% 

拓普集团 20% 

广汇汽车 20%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3. 市场回顾 

截至 4 月 2 日收盘，汽车板块上涨 1.6%，沪深 300 指数上涨 2.5%，汽车板块涨幅

落后沪深 300 指数 0.9 个百分点。 

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幅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13 位，排名居中。

年初至今跌幅达 6.4%，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23 位。 

图2：各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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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各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从估值来看，汽车行业估值水平自疫情以来延续整体上扬态势，板块估值水平随着

业绩好转，整体向合理区间回归。截至 4 月 2 日： 

 PE-TTM 估值：汽车板块整估值水平平稳，随行情企稳略有提升。申万汽车整体

为 29.4 倍，乘用车、商用载货车、商用载客车、汽车零部件和汽车服务板块分别

为 34.8 倍、37.2 倍、61.5 倍、27.2 倍和 16 倍。从数值上看整体 PE 位于历史高

位，虽然随业绩好转有修复，但我们认为仍有去年行业整体业绩不及以往的影响，

并不能代表真实估值水平。 

 PB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 PB 为 2.22 倍，乘用车、商用载货车、商用载客车、

汽车零部件和汽车服务板块分别为 2.27 倍、2.13 倍、1.79 倍、2.34 和 1.16 倍，

处于历史高位。 

图4：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E-TTM)  图5：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B)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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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1.1%)，汽车服务(+1.6%)。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

13.5%)，商用载货车(+17.5%)，商用载客车(-16.9%)，汽车零部件(-2.9%)，汽车服

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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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子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图7：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本周汽车板块股价涨跌幅前五名分别为：江铃汽车、双环传动、福耀玻璃、长城汽

车、朗博科技。涨跌幅后五名分别为：正裕工业、新日股份、松芝股份、小康股份、

中国中期。 

图8：本周行业涨跌幅前十名公司  图9：本周行业涨跌幅后十名公司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4. 行业重点数据 

4.1 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分析 

2021 年 2 月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数据相继公布，由于 2020 年 2 月因疫

情原因导致基数很低，各类汽车产销同比 20 年均出现大幅增长。从同比 19 年数据

看，消费需求稳步恢复，汽车产业延续了较好的发展态势。 

 汽车产销受低基数影响同比大增，相对 19 年表现依旧平稳，恢复潜力尚在。2021

年 2 月，汽车产销 150.3 万辆和 145.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2 倍和 3.6 倍，环

比分别下降 37.1%和 41.9%。1-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9.0万辆和 395.8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88.9%和 76.2%。与 2019 年数据相比，汽车产销略有增长，同比

增长 2.9%和 2.7%，与 2018 年数据相比，汽车产销同比下降 11.5%和 12.6%。

本月产销同比呈现大幅增长的原因有两点，一是 2020 年 2 月受疫情影响导致产

销基数水平较低，二是当前市场需求仍在恢复，低于 2018 年产销，说明恢复空

间尚在。 

 库存情况：2021 年 2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为 1.68，环比上涨 9.8%，在去年受

疫情影响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同比大幅下滑 88.6%，库存指数位于警戒线之上。

今年就地过年政策对节前返乡购车潮有一定压制，市场需求、客流量均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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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之 2 月份假期，经销商进车任务量较少，库存压力上升主要由于销量降低导

致，3 月为一季度末，经销商提车任务量也会随之增加。随着两会召开，稳定和

扩大汽车消费的政策仍是主流，预计市场销量会保持增长。 

图10：月度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1：历年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2：经销商库存系数及预警指数 

 
资料来源：流通协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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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车产销情况分析 

乘用车： 

2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16.2 万辆和 115.6 万辆，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4.8 倍和

4.1 倍。环比分别下降 39.1%和 43.5%。1-2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07.2 万辆

和 320.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7.0%和 74.0%，但与 2019 年数据相比，乘用车产

销呈现下降，同比分别下降 2.2%和 1.4%，表现相对弱于商用车，仍在持续恢复中。 

 乘用车销量持续增长，头部效应明显。从乘用车四类车型产销情况来看：SUV 产

销大于轿车，且四类车型受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均呈现出大幅增长。 

 自主品牌批发份额回升，零售份额微降。自主品牌方面，2 月自主品牌零售量为

49.6 万辆，同比增长 3.2 倍，环比 1 月下降 45%，相对 2019 年 2 月下降 5.1%。

自主品牌批发市场份额 42.9%，较同期份额下降 9.5%；但国内零售份额 38.8%，

同比微增 0.1 个百分点。部分国有自主表现超强，长安、红旗、长城、奇瑞、蔚

来等品牌同比高增长。1-2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136.2万辆，同比增长87.5%，

市场份额为 42.6%，与 19 年数据相比，同比增长 0.4%，市场份额提升 0.7 个百

分点，与 18 年相比同比下降 22.9%，市场份额下降 2.4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21 年我们认为在消费升级带来的换购需求及不断更新的全新产品刺激

下，乘用车市场将继续实现恢复性增长，同比增速有望接近 10%，超 2200 万辆。 

图13：月度乘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4：乘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 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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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 

2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4.0 万辆和 29.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8 倍和 2.5 倍，

环比分别下降 28.8%和 34.8%，低于乘用车增速。1-2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81.8

万辆和 75.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6.3%和 86.2%，与 2019 年数据相比，商用车产

销同比增长 27.9%和 24.5%，分车型产销情况看，受基数较低的因素的支撑，货车、

客车产销同比均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货车贡献持续增长，继续刷新历史记录。货车产销分别完成 31.4 万辆和 27.5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290.6%和 250.2%，其中重型货车本月产销分别完成 14.4 万

辆和 11.8 万辆，刷新当月产销历史记录，且数量超过轻型货车。1－2 月，货车

产销分别完成 75.7 万辆和 69.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9.6%和 87.8%。 

 客车产销持续恢复。客车板块总体产销分别完成 2.6 万辆和 2.4 万辆，产销同比

分别增长 192.6 和 206.7%，环比分别下降 25.3%和 33.2%。从累计产销来看，

1-2 月份客车产销分别完成 6.1 万辆和 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2.9%和 69.1%。 

总体来看，2021 年 2 月商用车市场实现了快速增长，2021 年 2 月以销量 29.9 万

辆的成绩位居近四年 2 月的最高位。21 年上半年商用车受需求递延及客车市场景

气度恢复有望维持增长，但全年看在 20 年需求透支的压力下，实现增长难度较大，

我们预计全年商用车市场销量约为 460 万辆，同比下降约 10%。 

图15：月度商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6：商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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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 

2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 万辆和 1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2 倍和 5.8

倍，本月中新能源汽车已连续 8 个月刷新当月产销历史记录。1-2 月份，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31.7 万辆和 28.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9 倍和 3.2 倍。其中纯电

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3 万辆和 2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6 倍和 3.6 倍；插电

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4 万辆和 4.6 万辆，同比分别 1.7 倍和 1.8 倍；燃料

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9 辆好 91 辆，同比分别下降 59.3%和 46.8%。 

 新能源汽车势头延续。2 月，新能源乘用车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3 万

辆和 8.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4 倍和 6.3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为 1.6

万辆和 1.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4 倍和 5.96 倍；新能源商用车中，纯电动产销

分别为 0.4 万辆和 0.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99 倍和 1.44，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0.02 万辆和 0.01 万辆，销量同比增长 2.76 倍。 

总体来看，新能源汽车市场顶住疫情压力，在政策和车企的多方努力下创历史新高。

21 年在延后的促消费政策刺激、碳排放约束、双积分政策助力及车企加速新品推

出等多方因素刺激下有望维持高增长，预计全年销量将接近 200 万台。 

图17：月度新能源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4.3 乘联会周度数据 

零售：3 月第四周的市场零售达到日均 5.2 万辆，同比 2019 年 3 月的第四周大幅

下滑 21%，表现相对较弱。3 月前四周累计同比 2019 年偏低 5%，环比 1 月前四

周大幅走弱 30%，零售端总体表现较为弱势。 

表4：乘用车主要厂家 3 月周度日均零售数量和同比增速 

 1-7 日 8-14 日 15-21 日 22-28 日 29-31日均 全月 

19 年 33992 39077 43829 66151 98113 45762 

20 年 16666 20978 25250 51740 56057 28659 

21 年 35082 39817 45772 52326  43249 

21 年同比 19 年 3% 2% 4% -21%  -5% 

环比 1 月同期 -26% -25% -25% -39%  -30%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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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3 月第四周的日均厂商批发销量是 5.7 万辆，同比 2019 年 3 月下降 26%，

自第三周起走势明显偏弱，并有加剧趋势。3 月前四周累计同比 2019 年偏低 11%，

环比 1 月前四周偏低 13%。批发端表现弱于零售端，说明厂家前期库存供应较为充

足，我们认为也可能有部分因芯片等关键部件供应短缺而导致生产端乏力的原因。 

表5：乘用车主要厂家 3 月周度日均批发数量和同比增速 

 1-7 日 8-14 日 15-21 日 22-28 日 29-31日均 全月 

19 年 39052 46298 50637 77866 82317 53463 

20 年 12620 15496 22925 51907 56544 25737 

21 年 40520 45880 46644 57310  47588 

21 年同比 19 年 4% -1% -8% -26%  -11% 

环比 1 月同期 -10% -2% -11% -24%  -13%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5. 行业新闻 

5.1 车企动态 

小米官宣造车！10 年豪掷 100 亿美元 

3 月 30 日，小米集团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董事会正式批准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立

项，拟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务；首期投资为 100 亿元人民币，

预计未来 10 年投资额 100 亿美元。集团首席执行官雷军先生将兼任智能电动汽车

业务的首席执行官。 

蔚来 3 月交付 7257 台再创新纪录 季度交付量首次突破 2 万台 

4 月 1 日，蔚来公布 2021 年 3 月及一季度交付成绩。蔚来 3 月交付 7257 台，创

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373.4%，环比增长 30.1%。蔚来一季度共交付 20060 台，首

次达成单季交付超 2 万台，同比增长 422.7%，环比增长 15.6%。蔚来三款在售 SUV

车型均呈现热销态势，其中智能电动旗舰 SUV 全新蔚来 ES8(配置|询价)交付 1529

台；智能电动全能 SUV 蔚来 ES6(配置|询价)交付 3152 台；智能电动轿跑 SUV 蔚

来 EC6 交付 2576 台。截至 3 月 31 日，蔚来累计交付量已达 95701 台，第 10 万

台量产车预计将在 4 月 7 日下线。 

岚图 FREE 公布预售价格：31.36-33.36 万元 正式接受预订 

2021 年 3 月 31 日，“性能级中大型智能电动 SUV”岚图 FREE 正式开启预售，

同步推出增程电动版和纯电动版 2 款车型，价格分别为：31.36 万元和 33.36 万元。

预售期内预订用户可获得岚图 FREE 首发纪念版优先购买权，将有机会以相同价格

选购岚图 FREE 首发纪念版，该纪念版仅发售 2021 台，拥有 6 项专属定制配置和

设计。同时，岚图 FREE 还推出了物超所值的尊享包，分别是针对增程版的 2 万元

尊享包和针对纯电版的 3 万元尊享包供用户选择购买。用户可通过“岚图汽车”APP

预订岚图 FREE，首任车主还将享受 8 项专属权益及服务。岚图 FREE 增程电动版

（NEDC 续航 860 公里）全国统一预售价 31.36 万元，岚图 FREE 纯电动版（NEDC

续航 505 公里）全国统一预售价 33.36 万元，以 30 万级价格打造百万级体验，堪

称同级价值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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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今年推出氢燃料电池 SUV 未来三年在氢能投入超 30 亿元 

3 月 29 日晚间消息，长城汽车在今天的氢能战略全球发布会上宣布今年将推出一

款 C 级氢燃料电池 SUV，并完成 100 辆 49 吨氢能重卡应用项目落地。另外，在研

发投入上，长城汽车将再投入 30 亿元用于氢能领域研发，以达到万套产能规模。

目前长城汽车已经实现“电堆及核心组件、燃料电池发动机及组件(控制器等)、Ⅳ

型储氢瓶、高压储氢阀门、氢安全、液氢工艺”六大技术和产品的知识产权完全自

主化。在产业链下游，长城汽车已加入京津冀、长三角、河南、河北四大示范试点

城市群，示范车辆规划超过千台。长城未势能源总裁陈雪松表示：“未来五年，长

城汽车将重点围绕燃料电池系统全面走向‘五高’，即：高功率，高效率，高温度，

高耐久和高互联。” 

5.2 产业链动态 

瑞萨停产将持续至夏季 日系车或减产 120 万辆 

仅受瑞萨电子的火灾影响，全球汽车制造商4 ~ 6月的生产数量可能减少160万辆，

相当于同期预计生产辆的 7%。业界预计，日本半导体巨头瑞萨电子（Renesas 

Electronics Corporation）的正常供货将于今年夏季才能得到恢复，由于该公司在车

用半导体市场占有率居排名世界第 2 位，如若长期停止供应，丰田和日产等日系制

造商巨头将讨论减产部分车型的可能性。按照瑞萨此前的方针，公司将在火灾发生

30 天后的 4 月下旬暂时恢复部分生产，逐步启动生产设备并发货。另外，由于检验

各种程序需要时间，预计发货恢复到火灾前的水平需要 90 ~ 120 天。日本行业分

析人士预估，受“瑞萨冲击”的影响，2021 年 4 ~ 6 月的世界汽车生产量将减少

160 万辆。 

亿咖通将与 ARM 中国推出 7nm 汽车芯片，由台积电代工 

据路透社报道，汽车技术创业公司亿咖通 CEO 沈子瑜表示，公司计划最快在明年

通过与 ARM 中国的合资公司供应 7 纳米芯片产品。沈子瑜是美国通用汽车的前高

管，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亿咖通科技与安谋中国的合资公司芯擎科技（Siengine），

将在明年年底或 2023 年初开始提供新的芯片产品，将由台积电制造这些芯片。亿

咖通科技的客户包括吉利集团拥有或与之相关的品牌，例如路特斯（Lotus）、领克

(Lynk & Co)、极星(Polestar)、Smart 和沃尔沃(Volvo)，沈子瑜表示，亿咖通科技

也在与其他汽车制造商洽商。据亿咖通官网显示，亿咖通科技是一家成立于 2016

年的汽车智能化科技公司，由中国知名汽车企业家李书福先生携手沈子瑜先生共同

创立。公司拥有超过 1700 名员工，已在杭州、北京、上海、武汉、大连及瑞典哥

德堡设立了分支机构以及研发中心。 

5.3 政策法规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已启动 

3 月 31 日， 2021 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启动，本次活动时间为 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12 月，活动由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能源局联合组织开展，

委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组织实施。与去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相比，今年活动不仅

时间更长，且覆盖区域更广。本次活动将在山西、吉林、河南、湖北、湖南、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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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东、江苏、海南、四川和青岛等地，选择三四线城市、县区举办若干场专

场、巡展、企业活动。除了线下活动，今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举办网络购车活动。

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各地出台更多新能源汽车下乡支持政策，改善新能源汽车

使用环境，推动农村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5.4 一周新车 

序号 生产厂商 车型 级别及类别 上市时间 

1 江淮汽车 思皓 E10X A0 级 轿车 2021/3/28 

2 江铃福特 领裕 B 级 SUV 2021/3/28 

3 长安汽车 UNI-K B 级 SUV 2021/3/28 

4 东南汽车 A5 翼舞 A 级 轿车 2021/3/30 

5 上汽集团 荣威 RX3 Pro A 级 SUV 2021/3/30 

6 华人运通 高合 HiPhi X B 级 SUV 2021/3/30 

7 一汽-大众 宝来 Polo A 级 轿车 2021/3/31 

8 上汽大通 MAXUS T90 皮卡 2021/3/30 

9 长安汽车 凯程 F70 皮卡 2021/4/1 

10 长安马自达 昂克赛拉 A 级 轿车 2021/4/2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6. 风险提示 

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原材料上涨的风险； 

供应链关键部件短缺的风险； 

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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