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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渗透率再创新高                                                            看好 

2021 年 12月 28 日   行业研究/定期报告 

汽车行业近一年市场表现  市场回顾 

➢ 2021 年 12 月（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收盘），沪深 300 涨跌幅

+1.81%，汽车行业涨跌幅-4.15%，中信一级 29 行业排名第 26 位。细分行

业中卡车（+15.48 %）排行最前，专用汽车（-11.86 %）排行最后。 

行业回顾 
➢ 汽车：11 月，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同时，由于芯片供应问题尚未

完全得到解决，汽车产销面临较大压力，但整体相较前几个月有所好转。

月产销量分别为 258.46 万辆、252.16 万辆，环比分别+10.90%、+8.09%，

同比分别-9.22%、-8.96%。 

➢ 乘用车：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223.15 万辆、219.20 万辆，产销量环

比分别+12.24、+9.23%，同比分别-4.19%、-4.59%，同比增速分别较上月

+0.39pct、 +0.28pct，累计产销量分别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0.58%、

1.64%。，具体来看：1）细分车型月销量同比均下降，但轿车、SUV 销量

环比有所提升；2）自主品牌销量同比增长，月销售份额同比显著提升；

3）豪华车零售端月销量持续同比下降。 

➢ 商用车：11 月，商用车月产销分别为 35.31 万辆、32.96 万辆，同比

分别-31.82%、-30.20%，同比分别较上月-4.92pct、-0.51pct。全年商用车

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429.25 万辆、442.86 万辆，累计销量同比-5.30 %，累

计产销量同比均较上月下降。货车产销量同比分别-33.69%、-31.75%，客

车产销量同比分别为-14.91%、-16.48%。 

➢ 新能源汽车：11 月，新能源汽车月产销量分别为 45.72 万辆、44.99 

万辆，环比分别+15.09%、+17.33%，同比分别+131.31%、+124.77%。新

能源汽车产销再创新高，且产销量同比均维持高速增长态势，具体来看：

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速最快，纯电动汽车也实现月产销量同比翻

番。 

➢ 上市公司：由于同期基数相对较高、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供应

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11 月同比普遍下降，仅有广汽、江淮同比增长，

上汽与长安汽车同比降幅相对较少，整体上销量环比有所提升，其中上

汽、广汽、长城环比提升较大。预计未来一个月整体汽车市场销量仍将同

比下滑，但新能源车销量还将持续增加。 

投资建议 

短期来看：行业方面，新新能源车技术逐渐成熟，智能化赋予新能源车较

多溢价空间，新能源价格相较于燃油车已具有一定的性价比，因此新能源

车在 2022 年渗透率还将逐步提升，2022 年新能源车销量有望达到 500 万

辆以上，其中高端新能源以及插电混动市场潜力较大。此外，汽车上游供

应问题逐步缓解，燃油车销量有回暖趋势，建议关注新能源零部件产业链

以及整车公司，如：广汽集团、上汽集团、中鼎股份、欣旺达、法拉电

子、中航光电、宁德时代、比亚迪、杉杉股份。 

风险提示：国内经济增长低于预期；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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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市场表现 

1.1 行业整体表现 

2021 年 12 月（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收盘），沪深 300 涨跌幅为 1.81%，创业板涨跌幅为-

5.79%，汽车行业涨跌幅为-4.15%，在中信一级 30 个行业排名第 26 位。 

图 1：过去一个月行业涨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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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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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细分行业市场表现 

2021 年 12 月（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收盘），7 个子行业（中信三级）涨跌情况如图，其中卡车以

15.48 %的月涨跌幅排行最前，专用汽车行业以-11.86 %的月涨跌幅排行最后。 

图 2：子行业涨跌幅情况（%）  图 3：最近一个月汽车行业各子版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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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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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相关概念板块市场表现 

图 4：过去一个月概念板块涨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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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收盘），汽车行业相关的 14 个概念板块（wind 概念指数，

包括智慧停车、共享汽车、燃料电池、参股宁德时代、乙醇汽油、智能汽车、汽车后市场、宁德时代产业

链指数、特斯拉、锂电池、电动物流车指数、充电桩、吉利概念和新能源汽车）涨跌幅如图，其中乙醇汽

油、燃料电池分别以 10.88 %、4.08 %的月涨跌幅排行最前，锂电池、宁德时代产业链指数行业分别以-

12.95 %、-10.45 %的月涨跌幅排行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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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个股表现 

从个股来看，2021 年 12 月（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收盘），汽车行业（中信）72 只个股实现正收

益。其中， 西仪股份以 265.26 %的涨跌幅排行首位，*ST 众泰以-39.33 %的涨跌幅排行最后。表 1 整理了

汽车行业涨跌幅排名前十的个股，表 2 整理了各行业涨跌幅排名前三的个股。 

表 1：过去一个月涨跌幅排名前十的个股（%）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2：过去一个月各细分行业（中信三级）涨跌排名前三的个股（%）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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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估值表现 

2021 年 12 月（截止至 2021 年 12 月 27 日收盘），汽车行业 PE(TTM)为 14.00，行业近五年平均 PE（TTM）

为 28.23。  

图 5：汽车行业近五年 PE（TTM）变化  表 3：重点标的 PE（T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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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4：汽车细分行业（中信三级）PE（TTM）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6：中信一级行业估值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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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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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产销环比上升，新能源汽车月销量再创新高 

2.1 汽车：芯片供应略有缓解，月产销环比上升  

从产销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258.46 万辆、252.16 万辆，环比分别+10.90%、

+8.09%，同比分别-9.22%、-8.96%，月产量同比较上月-0.54pct，月销量同比较上月+0.39pct。全年汽车累

计产销量分别为 2,317.20 万辆、2,348.90 万辆，同比分别+3.58%、+4.53%，累计同比变化分别较上月-

1.90pct、-1.92pct，累计产销量分别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0.58%、1.64%。 

图 7：汽车月产销情况（万辆，%）  图 8：汽车累计产销情况（万辆，%）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从库存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55.40，前值为 52.50，汽车经销商库存

系数为 1.35，前值为 1.29。 

从出口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出口汽车 19.97 万辆，同比+63.56%，汽车单月出口量持续同比高速

增长，出口情况维持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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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及库存系数  图 10：汽车出口情况（辆，%）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短期来看：一是在国家能耗双控背景下，全国大范围实施有序用电，对企业生产产生一定程度不利影

响，二是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叠加过节物流成本较高，企业生产压力及成本压力增加，汽车行业整体运

行下行压力加大，叠加上年同期国内汽车市场已开始显著回暖，产销基数整体偏高，本月产销量均同比较

大幅度下降，但降幅较前几个月有所收窄，有好转趋势。 

长期来看：一方面，汽车行业增长空间仍存，但国内汽车市场由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化，国内产销

趋向于小幅增长。另一方面，汽车行业整体向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共享化转型的长期趋势不变，新

兴产业崛起有望带动行业空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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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乘用车：产销同比下降，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份额提升 

从产销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223.15 万辆、219.20 万辆，产销量环比分别

+12.24、+9.23%，同比分别-4.19%、-4.59%，同比增速分别较上月+0.39pct、+0.28pct，月产销量分别是

2019 年同期的 102.61%、104.11%，芯片供应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等负面因素依然存在，乘用车产销量持续

同比下降，但降幅有所收窄。全年乘用车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1,887.90 万辆、1,906.00 万辆，同比分别

+6.96%、+7.12%，累计产销量分别是 2019 年同期的 97.86%、98.24%，累计产销量同比增幅逐步收窄，且

累计产销规模均低于 2019 年同期。 

从零售额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值为 39.96 万亿元，同比 13.70%，其中

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 14.00%；汽车类消费品销售额累计值在零售总额中的占比达 9.81%，

汽车类消费占比环比微降。 

从库存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乘用车库存为 43.40 万辆，较上月+4.83%，较上年同期-35.70%。 

图 11：乘用车月产销情况（万辆，%）  图 12：乘用车累计产销情况（万辆，%）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13：乘用车库存情况（万辆）  图 14：社零总额及汽车类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值（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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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 分车型： 

从销量情况来看：轿车、SUV、MPV、交叉型乘用车月销量同比均下降，但除 MPV 外环比普遍有增

长，轿车、SUV、MPV 月销量分别为 100.86 万辆、103.60 万辆、10.83 万辆，同比分别-3.16%、-4.91%、-

14.74%；环比分别+9.18%、+10.90%、-5.11%。其中，A00、A0 级轿车；C 级 MPV 以及 B、C 级 SUV 实

现月销量同比增长，其中 A00 级轿车月销量增长较快。 

图 15：乘用车分车型销量对比（万辆）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5：乘用车细分市场销售情况 

 

数据来源：wind，乘联会，山西证券研究所 

从销售份额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轿车销售份额为 46.01%，较上月-0.02pct；SUV 销售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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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6%，较上月+0.71pct；轿车和 SUV 合计份额 93.28%，较上月+0.70pct；MPV 车型销售份额 4.94%，较

上月-0.75pct；交叉型乘用车销售份额为 1.78%，较上月+0.05pct。各类型车型销售份额保持稳定。 

图 16：乘用车销售份额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 分国别：  

从销量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自主品牌、美系品牌同比增长，日系、德系、韩系同比下降，自主

品牌回暖迅速。 

从销售份额情况来看： 

自主品牌乘用车销售份额为 46.62 %，环比-0.81pct，同比+5.27pct。 

日系品牌乘用车月销份额为 20.44 %，环比+1.55pct，同比-1.16pct。 

德系品牌乘用车月销份额为 18.52 %，环比-0.41pct，同比-4.25pct。 

美系品牌乘用车月销份额为 10.31 %，环比-0.80pct，同比+0.51pct。 

韩系品牌乘用车月销份额为 2.24 %，环比+0.24pct，同比-0.90pct。 

表 6：分国别乘用车销量数据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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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分国别乘用车销量占比 

 

注：外圈为本月，内圈为上月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山西证券研究所 

➢ 豪华车零售端同比持续下降，市场份额维持较高位。 

根据乘联会披露数据，2021 年 11 月，豪华品牌乘用车零售销量为 202341 辆，同比-19.90%，累计零

售销量为 2413351 辆，同比+5.80%，零售端单月销量同比继续下降，同比表现弱于乘用车市场整体同期表

现，累计销量同比仍有所增长。此外，豪华车零售端单月销量同比表现均落后于自主品牌，与主流合资品

牌乘用车接近，其原因可能是去年同期基数较高以及芯片短缺问题对豪华车市场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同时，

根据零售端销售数据计算，本年豪华车累计零售销售量占比达 13.4%，较前几个月有所下滑，与上年同期

持平，市场份额维持较高位。 

图 18：ABB 品牌轿车月销量表现（辆，%）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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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豪华车市场销售份额（%） 

 

注：根据当期累计产销量计算 

资料来源：乘联会，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20：乘用车厂家批发/零售周日均数据（辆，%） 

 

资料来源：乘联会，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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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我们认为： 

一是，短期来看，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芯片供应问题，给行业带来一定下行压力，随着整体产业链供

应的逐渐好转，预计 2022 乘用车市场整体好转。 

二是，行业竞争持续加剧。一方面，多年深耕，随着技术积累加大，自主品牌乘用车口碑及产品性能

均显著好转，竞争力整体提升，借助汽车新四化机会，部分国内优质车企有望脱颖而出；另一方面，政策

市场双重驱动，新能源汽车表现回暖，叠加国内政策体系完善，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同样加剧。乘用车市

场整体竞争加剧，有望加速落后产能出清，后续看好自主品牌市场，以及轿车、SUV 等细分市场的结构性

机会，建议关注具有优质品牌、车型完善、爆款频出的整车制造商，以及进入优质产业链的零部件龙头供

应商。 

三是，我国乘用车市场处于由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转换阶段，乘用车增速趋向于低速增长，未来乘用

车市场的竞争关键在于性价比和附加价值。 

四是，受偏好性、实用性影响，国内乘用车市场中 SUV、轿车有望长期维持主流趋势，销售份额有限

区间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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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用车:产销环比降幅有缩窄趋势  

2021 年 11 月，货车月产销量同比持续下滑，货车产销持续下降，带动商用车产销大幅下降，同比降

幅与上月持平。 

从产销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商用车月产销分别为 35.31 万辆、32.96 万辆，环比分别增+3.17%、

+1.12%，同比分别-31.82%、-30.20%，同比分别较上月-4.92pct、-0.51pct。全年商用车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429.25 万辆、442.86 万辆，累计产量同比-9.08 %，累计销量同比-5.30 %，累计产销量同比均较上月下降。 

从库存情况来看：2021 年 11 月，商用车库存为 29.00 万辆，环比+3.57%，较上年同期的 34.20 万辆-

15.20%，商用车库存持续低位运行，近两月略有回升。 

图 21：商用车产销情况（单位：万辆，%）  图 22：商用车累计产销情况（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23：商用车库存情况（万辆）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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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货车：月产销同比持续下降，但降幅有收窄趋势 

2021 年 11 月，货车产销量分别为 30.93 万辆、28.97 万辆，同比分别-33.69%、-31.75%，同比分别较

上月-5.49pct、+0.07pct。全年货车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383.40 万辆、397.75 万辆，累计产销量同比分别-

11.46%、-7.30%，累计产销量同比分别较上月-2.68pct、-2.69pct。 

图 24：货车产销情况（万辆，%）  图 25：货车累计产销情况（万辆，%）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货车细分车型来看： 

2021 年 11 月，除微型货车外，其余三种细分车型产销量均同比较大幅度下降。全年累计来看，中型

货车、轻型货车销量较好。 

图 26：货车分车型单月销售份额  图 27：货车分车型本年累计销售份额 

 

 

 

数据来源：wind，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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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货车细分车型产量情况（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8：细分车型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整体而言，2021 年重型货车需求量低迷的趋势已经形成，在基建，房地产投资等行业无明显回暖的情

况下，重型货车下滑趋势将持续 1-2 年时间。2021 年 9 月年检新国标（GB38900）实施后，对 2015 年 3 月

1 日以后登记的货车和重中型挂车都将实行严格的空车质量检测，空车质量不合格将无法通过年检，轻型

货车将更具有竞争力。在基建和房地产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国内货车市场将处于低位，建议关注轻型微型

货车的头部企业以及在国六标准下具有充足技术储备和因此受益的企业。 

2.3.2 客车：轻客销量持续同比微降，中大型客车同比大幅减少 

2021 年 11 月，客车产销量分别为 4.38 万辆、4.00 万辆，同比分别为-14.91%、-16.48%。全年客车累计产

销量分别为 45.85 万辆、45.11 万辆，累计同比分别为+17.25%、+16.85%，累计同比分别较上-4.90pct、-

4.72pct。 

图 28：客车产销情况（万辆，%）  图 29：客车累计产销情况（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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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分车型看： 2021 年 11 月，大型、中型客车销量同比降幅较大，环比微增，轻型客车同比环比均微降。

累计同比销量轻型客车同比增幅较大，中型客车基本持平，大型客车同比降幅较大。 

图 30：客车分车型单月销售份额（万辆，%）  图 31：客车分车型本年累计销售份额（万辆，%） 

 

 

 

数据来源：wind，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9：客车分车型产量数据（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10：分车型销量数据（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短期来看，出行需求、政策导向，以及我国城市化率不断提升，政策及补贴的透支使客车需求已经触

底，未来需求有望进一步提升，客车电动化进程仍将继续推进，而后续疫情恢复后，国内客车企业占据海

外新能源客车市场，具有较大成长空间，建议关注：1）市占率领先，深耕新能源客车领域，并在新能源

客车供应及运营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客车制造商；2）积极搭建海外销售框架、推进海外业务的客车龙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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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涨势强劲 

2021 年 1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再创新高，单月产销规模均超过 44 万辆，且产销量同比均维持高速增

长态势，具体来看：新能源汽车月产销量分别为 45.72 万辆、44.99 万辆，环比分别+15.09%、+17.33%，

同比分别+131.31%、+124.77%。新能源汽车全年累计产销量分别为 302.30 万辆、298.95 万辆，同比分别

+170.12%、+169.55%。 

图 32：新能源汽车产销数据（万辆，%）  图 33：新能源汽车累计产销数据（万辆，%） 

 

 

 

数据来源：wind，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分车型看，2021 年 11 月，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商用车月产销同比、环比均增长，但新能源乘用车

产销量同比增速显著领先新能源商用车。其中，新能源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43.37 万辆、42.72 万辆，同比

分别+136.72%、+129.09%，环比分别+14.46%、+16.81%，新能源商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2.35 万辆、2.27 万

辆，同比分别+62.76%、+65.86%，环比分别增长+27.98%、+28.02%。 

表 11：新能源汽车按车型分类产销情况（万辆，%） 

 

数据来源：wind，中汽协，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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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动力来源来看，2021 年 11 月，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月产销环比、同比均大幅增长，

且单月产销量和本年累计产销量同比均实现翻番；燃料电池汽车本月产销量分别为 212 辆、147 辆，全年

累计产销量分别达 1,150 辆、1,100 辆。 

表 12：新能源汽车按动力来源分类产销情况（辆，%） 

 

资料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目前来看，伴随着新能源电池技术与新能源车品质的逐步提升，新能源汽车销量不断创造新高，成为

乘用车与零部件企业增长的核心动力。未来在政策与需求带动下，新能源汽车产销有望持续高速增长，渗

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 

长期看，政策端“碳达峰”、“碳中和”、“燃油车限牌限行”确定了未来将逐步使用新能源汽车替代现

有燃油车，产品端智能化网联、自动驾驶、快响应性能为新能源车注入更多的优势，过去续航与安全问题

随着电池与快充技术的提升得到改善。目前国产新能源车性价比与燃油车逐渐持平，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份额，预计壁垒较高的电池核心零部件如高镍正极、负极、薄膜龙头凭借规模效应与本土优势获得高速发

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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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市公司产销数据 

2021 年 11 月，根据上市公司公告中披露的产销数据： 

由于同期基数相对较高、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芯片供应紧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11 月同比普遍下降，

仅有广汽、江淮同比增长，上汽与长安汽车同比降幅相对较少，整体上销量环比有所提升，其中上汽、广

汽、长城环比提升较大。预计未来一个月整体汽车市场销量仍将同比下滑，但新能源车销量还将持续增加。 

表 13：上市公司汽车产量数据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公告，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14：上市公司汽车销量数据 

 

数据来源：上市公司公告，山西证券研究所 

图 34：主要上市公司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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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山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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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政策 

表 15：近期汽车行业相关重要政策梳理 

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 汽车行业相关要点 

2021 年 5

月 21 日 

国务院办公

厅 

国务院办公厅转

发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关于推

动城市停车设施

发展意见的通知 

《意见》确定的主要目标是：到 2025 年，全国大中小城市基本建成配建停车

设施为主、路外公共停车设施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城市停车系统，社会资

本广泛参与，信息技术与停车产业深度融合，停车资源高效利用，城市停车规

范有序，依法治理、社会共治局面基本形成，居住社区、医院、学校、交通枢

纽等重点区域停车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到 2035 年，布局合理、供给充足、智

能高效、便捷可及的城市停车系统全面建成，为现代城市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021 年 8

月 19 日 

工业和信息

化部 科学

技术部 生

态环境部 

商务部 国

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新能源汽车动

力蓄电池梯次利

用管理办法》 

为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保障梯

次利用电池产品的质量，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市

场监管总局联合制定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以下称

《办法》）。 

《办法》提出，鼓励梯次利用企业与新能源汽车生产、动力蓄电池生产及报废

机动车回收拆解等企业协议合作，加强信息共享，利用已有回收渠道，高效回

收废旧动力蓄电池用于梯次利用。鼓励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参与废旧动力蓄电

池回收及梯次利用。 

《办法》第六条指出，梯次利用企业应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

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 年第 59 号）要求。鼓励采用

先进适用的工艺技术及装备，对废旧动力蓄电池优先进行包（组）、模块级别

的梯次利用,电池包（组）和模块的拆解符合《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

范》（GB/T 33598）的相关要求。 

《办法》第十三条指出，梯次产品的设计应综合考虑电气绝缘、阻燃、热管理

以及电池管理等因素，保证梯次产品的可靠性；采用易于维护、拆卸及拆解的

结构及连接方式，以便于其报废后的拆卸、拆解及回收。 

2021 年 9

月 16 日 

商务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

当前商务领域促

消费重点工作的

通知 

《通知》的有关事项包括三个方面共 14 项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其中：重点

任务（一）加力稳住大宗消费重点消费提出，一是促进新车消费。加快推动汽

车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破除制约汽车购买使用障碍，释放汽车消费潜

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二是扩大二手车消费。鼓励二手车经销企业品牌化、连锁化经营，推动流通模

式创新。加快推进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跨省通办。推动落实取消二手车限迁政

策。积极协调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加强二手车市场监管，规范市场秩序。支持符

合条件的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有序扩大二手车出口规模；（二）促进新

型消费加快发展提出，壮大绿色循环消费，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居民淘汰国三

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新车给予补贴。 

2021 年 11

月 8 日 

工业和信息

化部 

关于加强产融合

作推动工业绿色

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包括总体要求、工业绿色发展重点方向、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共

四个方面。其中，与汽车行业直接相关的内容有以下九点：一是在“加强绿色

低碳技术创新应用”中提出，支持新能源汽车等关键技术突破及产业化发展。

二是在“加快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提升”中提出，推动电能、氢能、生物质能

替代化石燃料。三是在“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中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提升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关键零部件、汽车芯片、基础材

料、软件系统等产业链水平，推动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快充电桩、换电站、加

氢站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四是

在“构建完善绿色供应链”中提出，在汽车等重点行业打造一批绿色供应链，

开发推广“易包装、易运输、易拆解、易重构、易回收”的绿色产品谱系。五

是在“培育绿色制造服务体系”中提出，针对汽车等产品的生产消费、周转更

新、回收处理与再利用，大力发展基于“互联网＋”“智能＋”的回收利用与

共享服务新模式。六是在“促进绿色低碳产品消费升级”中提出，扩大新能源

汽车等消费。七是在“推进绿色低碳国际合作”中提出，以碳中和为导向，制

定重点行业“碳达峰”目标任务及路线图，支持智能光伏、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八是在“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中提出，鼓励金融机

构开发针对新能源汽车生产应用等方面的金融产品。九是在“提高绿色保险服

务水平”中提出，鼓励保险机构结合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和环境风险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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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厘定保险费率，提高保险理赔效率和服务水平。 

2021 年 12

月 1 日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 

关于确定智慧城

市基础设施与智

能网联汽车协同

发展第二批试点

城市的通知 

通知称，按照有关工作安排，在各城市自愿申报基础上，经组织专家评审和实

地调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研究确定重庆、深圳、厦门、南

京、济南、成都、合肥、沧州、芜湖、淄博等 10 个城市为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第二批试点城市。 

资料来源：乘联会，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16：各省市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汽车消费内容汇总 

省市 汽车消费相关政策 

山西 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做好二手车出口试点工作。  推进“公转铁”，淘汰国二及以

下营运类柴油货车，城市公交、出租、环卫等新增和更新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车。 

吉林 启动新一轮汽车下乡和家电以旧换新等活动，释放大额消费潜能。 

安徽 推动汽车、家电等实物消费升级，扩大信息消费规模，培育康养家政托育 等服务消

费。 

福建 稳定和扩大大宗消费、重点消费，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 

江西 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建设一批县乡消费综合体和服务中 心。加快充

电桩、换电站等建设，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加快发展宜春二手车出口业务。 

山东 分类制定扶持政策，促进汽车、家电消费升级。 

河南 发挥耐用消费品的带动作用，完善落实新能源汽车购置、家电更新等政策，促进商品

消费潜力释放。 

湖北 开展新一轮汽车、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 

湖南 全面促进消费。促进汽车和家电家具家装消费。 

广东 重视乡村消费需求，充分挖掘县乡消费潜力。推动汽车以旧换新，促进家 电更新消

费。 

广西 促进汽车、食品、家电、家具家居、石油及其制品类等重点商品消费。 

海南 推广清洁能源汽车 2.5 万辆。 

四川 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促进家电家具以旧换新、更新换代。 

甘肃   加快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促进机动车、家电、电子产品消费更新换代。 

青海 促进汽车消费升级，加快充电桩等设施建设。 

宁夏 落实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 

新疆 实施汽车消费专项奖励，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持续扩大汽车消费。 

资料来源：我的钢铁，山西证券研究所 

表 17：各省市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汽车行业内容汇总 

省市 汽车行业相关政策 

天津 发展壮大汽车等优势产业。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建设数字车间、智能工厂 100 家。增

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着力打造集成电路、车联网等 10 大产业 链。发展壮

大动力电池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加快中科曙光基地二期、 一汽丰田、恒大新

能源汽车等项目建设。 

山西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围绕纯电动、氢燃料、甲醇、燃气等方向，构建“零部件-系

统总成-整车”产业链，加快新能源汽车规模化量产，支持太原、晋中 、长治、运城

等地集群发展 

内蒙古 推进新能源汽车等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发展氢能经济，建设鄂尔多斯、乌海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城市。 

吉林 汽车产业要锚定万亿级目标开新局。全力支持一汽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加快发展红

旗、解放、奔腾等自主品牌，推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发展，深化

“六个回归”。省属口径汽车产值新增 300 亿元以上。以全球视野建设长春国际汽车

城。开工建设一汽奥迪新能源汽车项目。支持辽源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基地。建

设东北亚汽车产业研究院。 

上海 推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 

江苏 加快 5G通信网络和车联网先导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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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加快大众汽车安徽制造基地、蔚来汽车中国总部建设，扩大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

车先发优势。 

福建 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实施产业链提升工程，增强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 、储能

等重点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 

江西 实施新一轮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建成巴斯巴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丰达兴线路板制

造、通瑞锂电池隔膜新材料等项目。 

山东 支持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河南 突出抓好航空港实验区新兴产业培育，加快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建设。 

湖北 加快打造汽车、大健康、现代化工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支持武汉、襄阳创建国家级车

联网先导区。 

湖南 培育智能网联汽车等未来产业。推进大众电动汽车、三一智联重卡、华菱涟钢薄板深

加工等项目建设。 

广东 加快现代汽车氢燃料电池等项目建设。 

广西 在汽车、装备制造等领域培育壮大一批外贸龙头企业。打好汽车、机械、电子信息、

智能制造等重要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海南 推动海口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启动建设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 

四川 围绕成渝地区汽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等优势产业加强配套协作，辐射

带动成德绵眉乐雅广西攀、成遂南达、攀乐宜泸二大经济带加快发展。 

西藏 扩大应用新能源汽车，推广绿色建筑建材和绿色建造。 

陕西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推广新能源汽车、绿色建材等产品 

资料来源：我的钢铁，山西证券研究所 

5.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 2022 年，应该遵循以下主线： 

➢ 一是具有优质品牌、布局优质赛道的整车龙头： 

①国内汽车行业已经趋于成熟化，行业需求空间有限，行业竞争持续加剧，优质资产有望借力做大； 

②汽车下乡政策逐步发力，有望带动下沉市场需求释放； 

③电动化、智能化为汽车增加了更多的商品属性，有望整体提升乘用车市场的需求边际； 

④燃油车仍有一定潜力，经济恢复下有望率先增长。 

➢ 二是聚焦新能源汽车及汽车智能化，重点关注核心零部件与电池产业链： 

①利好政策多； 

②产业潜在需求大，市场前景广阔，业绩爆发力强； 

③产业链部分关键节点技术壁垒高、突破难度大，技术领先的供应商有望依托产业快速发展扩大规模； 

④优质车型示范效应下，有望加速电动车普及、动力电池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成本下降、相关零部件

国产化进程，进而带动产业链受益。 

短期来看： 

行业方面，新新能源车技术逐渐成熟，智能化赋予新能源车较多溢价空间，新能源价格相较于燃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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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有一定的性价比，因此新能源车在 2022 年渗透率还将逐步提升，2022 年新能源车销量有望达到 500 

万辆以上，其中高端新能源以及插电混动市场潜力较大。此外，汽车上游供应问题逐步缓解，燃油车销量

有回暖趋势，建议关注新能源零部件产业链以及整车公司，如：广汽集团、上汽集团、中鼎股份、欣旺达、

法拉电子、中航光电、宁德时代、比亚迪、杉杉股份。 

6.风险提示 

1）国内经济增长恢复低于预期； 

2）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3）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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