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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景气度跟踪：M2W3 需求稳步回升，伴随分化 
 
1. 2023 年 2 月新能源车订单跟踪 

2 月周订单跟踪：2 月第 3 周（2.15-2.21）9 家车企新增订单 7.0-8.0 万辆，
新增订单较 1 月 W3 环比+153%至+158%，4 家车企新增订单的环比增速高于
整体水平，较 22 年 12 月 W3 持平，较 22 年 11 月 W3 +0%至+5%，自主品牌
增幅显著。 

2 月前 3 周订单跟踪：9 家车企新增订单 21.0-22.0 万辆，新增订单较 1 月同
期+109%至+114%，2 家车企新增订单的环比增速高于整体水平，较 22 年 12
月同期-7%至-12%，较 22 年 11 月同期-5%至-10% 

2 月订单预测：9 家车企 2 月新增订单有望在 24.0-25.0 万辆之间，环比 1 月
+89%至+94%。 

2. 2023 年 2 月新能源车销量跟踪 

2 月周交付跟踪：2 月第 3 周（2.15-2.21）9 家车企共计交付 7.0-8.0 万辆，
交付量较 1 月 W3 环比+57%至+62%，4 家车企新增交付的环比增速高于整体
水平，较 22 年 12 月 W3 -3%至-8%，较 22 年 11 月 W3 -7%至-12%，新势
力、自主品牌呈增长态势。 

2 月前 3 周交付跟踪： 9 家车企共计交付 17-18 万辆，新增交付较 1 月 W3
环比+15%至+20%，6 家车企交付量的环比增速高于整体水平，较 22 年 12 月
W3 -20%至-25%，较 22 年 11 月 W3 -17%至-22%。 

2023 年 2 月交付预测：预计 9 家车企 2 月交付量有望在 24-25 万辆，相比 1
月+41%至+46%。 

3. 投资建议 

2 月第 3 周车企、门店逐渐复工程度较为充分，消费亦在逐步修复中，带动
订单数环比 1 月正增长。整体来看，第 3 周 9 家样本订单已恢复至 22 年 11
月、12 月的同期水平。但恢复中也伴随着明显分化，头部自主品牌恢复势头
较好，相较去年 11 月、12 月同期订单数有微增，但新势力品牌、其余自主
品牌新能源、以及合资品牌的需求受到国补退坡、车型价格上涨、竞品车型
降价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订单数相比 22 年 11 月、12 月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
滑。若剔除低价车型的额外增量贡献，2 月前 3 周整体订单情况大约恢复至
22 年 11 月、12 月同期的 70%-80%左右。恢复不及预期的车企，目前订单仍
存在较大压力，我们认为，后续车企或将推出包括但不限于终端优惠、金融
政策、置换补贴等政策刺激需求回升 

交付方面，M2W3 交付 7-8 万台，环比上周 M2W2 增长 15%-20%，相较于 22
年 11 月、12 月同期有个位数下降，2 月作为汽车行业产销淡季，交付节奏在
春节后稳步爬升，头部自主品牌交付节奏明显快于其余自主品牌新能源、新
势力以及合资品牌，我们认为主要受到节后订单需求的影响，订单需求承压
的车企或有意放缓交付节奏。 

推荐国内自主品牌【比亚迪】、【广汽集团】、【长安汽车】、【吉利汽车】、【长
城汽车】，造车新势力【理想汽车】、【小鹏汽车】；建议关注【蔚来汽车】。 

 

风险提示：调研样本有限不代表行业全貌；调查问卷获取订单及销量预测数
据仅供参考；行业景气度不及预期；零部件供应不稳定；疫情形势不及预期
影响生产销售；新产品推出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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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 年 2 月新能源汽车新增订单跟踪 

1.1. 周度订单跟踪：第三周订单整体回升，伴随分化 

天风数据团队访问 60 位汽车从业人员，在 2 月单周问卷调查中，基于样本数量、代表性
的考虑共收集 72 份样本进行系统梳理。本周问卷调查中共访问 9 家车企，根据我们进行
的调查问卷数据得： 

2023 年 2 月第 3 周（2.15-2.21）周订单跟踪：9 家车企新增订单 7.0-8.0 万辆，新增订
单较 1 月 W3 环比+153%至+158%，4 家车企新增订单的环比增速高于整体水平，较 12

月 W3 持平，较 22 年 11 月 W3 +0%至+5%，其中自主品牌增幅显著。 

✓ 造车新势力（调研合计 3 家）：第 3 周新增订单 0-0.5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120%至
+13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45%至-55%，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27%至-37%。 

✓ 自主品牌（调研合计 5 家）：第 3 周新增订单 6.0-7.0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150%至
+16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 0%至+10%，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 0%至+10%。 

✓ 合资品牌（调研合计 1 家）：第 3 周新增订单 0-0.5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170%至
+18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41%至+51%，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8%至+2%。 

 

图 1：2023 年 2 月第 3 周 9 家车企周订单及变动情况（单位：辆，%） 

 

资料来源：调查问卷，天风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2 月前 3 周订单回顾：9 家车企新增订单 21.0-22.0 万辆，新增订单较 1 月同期
+109%至+114%，2 家车企新增订单的环比增速高于整体水平，较 22 年 12 月同期-7%至-

12%，较 22 年 11 月同期-5%至-10%。 

✓ 造车新势力（调研合计 3 家）：2 月前 3 周新增订单 1.0-2.0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
+60%至+7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42%至-52%，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46%至-56%。 

✓ 自主品牌（调研合计 5 家）：2 月前 3 周新增订单 19.0-20.0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
+110%至+12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2%至-12%，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7%至+3%。 

✓ 合资品牌（调研合计 1 家）：2 月前 3 周新增订单 0-0.5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30%至
+4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8%至-18%，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36%至-46%。 

 

图 2：2023 年 2 月前 3 周 9 家车企月订单及环比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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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调查问卷，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2 月订单预测：新增订单有望达到 24.0-25.0 万辆，环比 1 月+89%至
+94% 

2023 年 2 月订单预测： 根据 2 月前 3 周订单表现，预计 9 家车企 2 月新增订单有望在
24.0-25.0 万辆之间，环比 1 月+89%至+94%。根据我们进行的调查问卷数据得： 

✓ 造车新势力（调研合计 3 家）：2 月订单预计 1.0-2.0 万辆，较 1 月+130%至+140%。 

✓ 自主品牌（调研合计 5 家）：2 月订单预计 22.0-23.0 万辆，较 1 月+90%至+100%。 

✓ 合资品牌（调研合计 1 家）：2 月订单预计 0-0.5 万辆，较 1 月+30%至+40%。 

 

我们认为，2 月第 3 周车企、门店逐渐复工程度较为充分，消费亦在逐步修复中，带动订
单数环比 1 月正增长。具体来看，M2W3 订单相较上周 M2W2 降低 5%-10%，主要受到头
部自主品牌推出低价车型的刺激作用边际递减的影响。整体来看，第 3 周 9 家样本订单
已恢复至 22 年 11 月、12 月的同期水平。但恢复中也伴随着明显分化，头部自主品牌恢
复势头较好，相较去年 11 月、12 月同期订单数有微增，但新势力品牌、其余自主品牌新
能源、以及合资品牌的需求受到国补退坡、车型价格上涨、竞品车型降价等综合因素的
影响，订单数相比 22 年 11 月、12 月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滑。 

2 月前 3 周的累计订单为 21-22 万台，相较 22 年 11 月前三周和 12 月前三周有 10%以内
的下降，2 月整体订单预计在 24-25 万台，若剔除低价车型的额外增量贡献，2 月前 3 周
整体订单情况大约恢复至 22 年 11 月、12 月同期的 70%-80%左右。恢复不及预期的车企，
目前订单仍存在较大压力，我们认为，后续车企或将推出包括但不限于终端优惠、金融
政策、置换补贴等政策刺激需求回升。 

 

图 3：2023 年 2 月 9 家车企月订单预测及环比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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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调查问卷，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1：2023 年 2 月 9 家车企 W3 周订单跟踪及 2 月订单回顾与月订单预测 

企业名称 

2023.2.15-

2.21 订单

（辆） 

较 22 年

11 月同期

（%） 

较 22 年

12 月同期

（%） 

较 23 年 1

月同期

（%） 

2023.2.1-

2.21 订单

（辆） 

较 22 年

11 月同期

（%） 

较 22 年

12 月同期

（%） 

较 23 年 1

月同期

（%） 

2023 年 2

月订单预

测（辆） 

较 1 月变

化（%） 

造车新势

力 
          

企业 A 0-5000 
-20%至-

10% 

-50%至-

40% 

230%至

240% 

5000-

10000 

-40%至-

30% 

-50%至-

40% 

90%至

100% 

5000-

10000 

110%至

120% 

企业 B 0-5000 0%至 10% 
-70%至-

60% 

310%至

320% 
0-5000 

-90%至-

80% 

-80%至-

70% 
50%至 60% 

5000-

10000 

390%至

400% 

企业 I 0-5000 
-70%至-

60% 

-30%至-

20% 
-10%至 0% 0-5000 

-40%至-

30% 
-10%至 0% 20%至 30% 0-5000 50%至 60% 

合计 0-5000 
-40%至-

30% 

-50%至-

40% 

120%至

130% 

10000-

20000 

-60%至-

50% 

-50%至-

40% 
60%至 70% 

10000-

20000 

130%至

140% 

自主品牌           

企业 C 
10000-

20000 
80%至 90% 

150%至

160% 

590%至

600% 

20000-

30000 
20%至 30% 60%至 70% 

270%至

280% 

30000-

40000 

270%至

280% 

企业 D 
50000-

60000 
0%至 10% 0%至 10% 

140%至

150% 

140000-

150000 
-10%至 0% -10%至 0% 

110%至

120% 

160000-

170000 
80%至 90% 

企业 E 0-5000 
-40%至-

30% 

-30%至-

20% 

110%至

120% 
0-5000 

-50%至-

40% 

-60%至-

50% 

-20%至-

10% 
0-5000 -10%至 0% 

企业 F 0-5000 
-60%至-

50% 

-40%至-

30% 
50%至 60% 

10000-

20000 

-30%至-

20% 

-40%至-

30% 
50%至 60% 

10000-

20000 
50%至 60% 

企业 G 0-5000 
-20%至-

10% 

-40%至-

30% 
80%至 90% 

5000-

10000 

-20%至-

10% 

-40%至-

30% 
80%至 90% 

5000-

10000 
70%至 80% 

合计 
60000-

70000 
0%至 10% 0%至 10% 

150%至

160% 

190000-

200000 
-10%至 0% -10%至 0% 

110%至

120% 

220000-

230000 

90%至

100% 

合资品牌           

企业 H 0-5000 -10%至 0% 40%至 50% 
170%至

180% 
0-5000 

-50%至-

40% 

-20%至-

10% 
30%至 40% 0-5000 

30%至-

40% 

总合计 
70000-

80000 
-1%至 4% -3%至 2% 

153%至

158% 

210000-

220000 

-10%至-

5% 

-13%至-

8% 

109%至

114% 

240000-

250000 
89%至 94% 

 

 

资料来源：调查问卷，天风证券研究所 

 

2. 2023 年 2 月新能源车销量前瞻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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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周度交付量跟踪：交付稳中有增，恢复约八成 

2023 年 2 月第 3 周（2.15-2.21）交付量跟踪：9 家车企共计交付 7.0-8.0 万辆，交付量
较 1 月 W3 环比+57%至+62%，4 家车企新增交付的环比增速高于整体水平，较 22 年 12

月 W3 -9%至-4%，较 22 年 11 月 W3 -12%至-7%。根据我们进行的调查问卷数据得： 

✓ 造车新势力（调研合计 3 家）：第 3 周交付量为 0-0.5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80%至
+9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70%至-60%，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60%至-50%。 

✓ 自主品牌（调研合计 5 家）：第 3 周交付量为 6.0-7.0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50%至
+6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 0%至+10%，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10%至 0%。 

✓ 合资品牌（调研合计 1 家）：第 3 周交付量为 0-0.5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170%至
+18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20%至-10%，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20%至-10%。 

 

图 4：2023 年 2 月第 3 周 9 家车企周交付及环比情况（单位：辆，%） 

 

资料来源：调查问卷，天风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2 月前 3 周交付回顾：9 家车企共计交付 17-18 万辆，新增交付较 1 月 W3 环比
+15%至+20%，6 家车企交付量的环比增速高于整体水平，较 22 年 12 月 W3 -25%至-

20%，较 22 年 11 月 W3 -23%至-18%。 

✓ 造车新势力（调研合计 3 家）：2 月前 3 周共计交付 0.5-1.0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
+10%至+2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70%至-60%，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60%至-50%。 

✓ 自主品牌（调研合计 5 家）：2 月前 3 周共计交付 16.0-17.0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 10%

至+2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20%至-10%，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20%至-10%。 

✓ 合资品牌（调研合计 1 家）：2 月前 3 周共计交付 0.0-0.5 万辆，相比 1 月同期+30%

至+40%，相比 22 年 12 月同期-50%至-40%，相比 22 年 11 月同期-50%至-40%。 

 

图 5：2022 年 2 月前 3 周 9 家车企交付及环比情况（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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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调查问卷，天风证券研究所 

 

2.2. 2 月交付预测：交付量有望达 24-25 万辆，环比 1 月+41%至+46% 

2023 年 2 月交付预测：根据 2 月交付表现，预计 9 家车企 2 月交付量有望在 24-25 万
辆，相比 1 月+41%至+46%。根据我们进行的调查问卷数据得： 

✓ 造车新势力（调研合计 3 家）：2 月预计交付合计 1.0-2.0 万辆，较 1 月+70%至+80%。 

✓ 自主品牌（调研合计 5 家）：2 月预计交付合计 22.0-23.0 万辆，较 1 月+40%至+50%。 

✓ 合资品牌（调研合计 1 家）：2 月预计交付合计 0-0.5 万辆，较 1 月+140%至+150%。 

2 月第 3 周，交付情况随着复工复产程度进一步提升而呈周度改善，M2W3 周度交付 7-8

万台，环比上周 M2W2 增长 15%-20%，相较于 22 年 11 月、12 月同期有个位数下降，2

月作为汽车行业产销淡季，交付节奏在春节后稳步爬升中。2 月前三周 9 家样本车企共计
交付 17-18 万台，相较于 22 年 11 月、12 月同期下降约 20%左右。在交付节奏逐渐修复
的过程中，头部自主品牌交付节奏明显快于其余自主品牌新能源、新势力以及合资品牌，
我们认为主要受到节后订单需求的影响，订单需求承压的车企或有意放缓交付节奏。2 月
全月 9 家样本车企交付有望在 24-25 万台，环比 1 月增长 41%-46%。 

 

图 6：2023 年 2 月 9 家车企月交付量预测及环比情况（单位：辆，%） 

 
资料来源：调查问卷，天风证券研究所 

 

 

表 2：2023 年 2 月 9 家车企 W3 周交付跟踪以及 2 月交付回顾与月交付预测 

企业名称 

2023.2.1

5-2.21 交

付（辆） 

较 22 年

11 月同

期（%） 

较 22 年

12 月同

期（%） 

较 23 年

1 月同期

（%） 

2023.2.1

-2.21 交

付（辆） 

较 22 年

11 月同

期（%） 

较 22 年

12 月同

期（%） 

较 23 年

1 月同期

（%） 

2023 年

2 月交付

预测

较 1 月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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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 

造车新势

力 
          

企业 A 0-5000 
-30%至-

20% 

-60%至-

50% 

160%至

170% 

5000-

10000 

-40%至-

30% 

-60%至-

50% 

50%至

60% 

5000-

10000 

70%至

80% 

企业 B 0-5000 
-90%至-

80% 

-100%至-

90% 

130%至

140% 
0-5000 

-90%至-

80% 

-90%至-

80% 

50%至

60% 
0-5000 

340%至

350% 

企业 I 0-5000 
-70%至-

60% 

-60%至-

50% 
0%至 10% 0-5000 

-80%至-

70% 

-70%至-

60% 

-30%至-

20% 
0-5000 0%至 10% 

合计 
0-5000 

-60%至-

50% 

-70%至-

60% 

80%至

90% 

5000-

10000 

-60%至-

50% 

-70%至-

60% 

10%至

20% 

10000-

20000 

70%至

80% 

自主品牌           

企业 C 
5000-

10000 

50%至

60% 

20%至

30% 

440%至

450% 

10000-

20000 

-30%至-

20% 

-20%至-

10% 

250%至

260% 

30000-

40000 

260%至

270% 

企业 D 
50000-

60000 

-10%至

0% 

10%至

20% 

40%至

50% 

130000-

140000 

-20%至-

10% 

-20%至-

10% 

10%至

20% 

170000-

180000 

20%至

30% 

企业 E 0-5000 
-20%至-

10% 

-40%至-

30% 

50%至

60% 
0-5000 

-20%至-

10% 

-40%至-

30% 

30%至

40% 
0-5000 

20%至

30% 

企业 F 0-5000 
-40%至-

30% 

-50%至-

40% 

20%至

30% 

5000-

10000 

-30%至-

20% 

-40%至-

30% 

-10%至

0% 

10000-

20000 

10%至

20% 

企业 G 0-5000 
-40%至-

30% 

-50%至-

40% 

50%至

60% 
0-5000 

-30%至-

20% 

-40%至-

30% 

70%至

80% 

5000-

10000 

70%至

80% 

合计 

60000-

70000 

-10%至

0% 
0%至 10% 

50%至

60% 

160000-

170000 

-20%至-

10% 

-20%至-

10% 

10%至

20% 

220000-

230000 

40%至

50% 

合资品牌           

企业 H 0-5000 
-20%至-

10% 

-20%至-

10% 

170%至

180% 
0-5000 

-50%至-

40% 

-50%至-

40% 

30%至

40% 
0-5000 

140%至

150% 

合计 
70000-

80000 

-11%至-

7% 
-9%至-4% 

57%至

62% 

170000-

180000 

-23%至-

18% 

-25%至-

20% 

15%至

20% 

240000-

250000 

41%至

46% 
 

 

资料来源：调查问卷，天风证券研究所 

 

3. 数据回顾及投资建议 

3.1. 2 月第 3 周订单、交付跟踪及前瞻 

在对 9 家车企相关渠道专家进行的调查问卷及研判后，总结如下： 

✓ 周订单跟踪：2 月第 3 周（2.15-2.21）9 家车企新增订单 7.0-8.0 万辆，新增订单较
1 月 W3 环比+153%至+158%，4 家车企新增订单的环比增速高于整体水平，较 22 年
12 月 W3 持平，较 22 年 11 月 W3 +0%至+5%，自主品牌增幅显著。 

✓ 月订单预测：9 家车企 2 月新增订单有望在 24.0-25.0 万辆之间，环比 1 月+89%至
+94%。 

✓ 周交付跟踪：2 月第 3 周（2.15-2.21）9 家车企共计交付 7.0-8.0 万辆，交付量较 1

月 W3 环比+57%至+62%，4 家车企新增交付的环比增速高于整体水平，较 22 年 12

月 W3 -9%至-4%，较 22 年 11 月 W3 -12%至-7%。 

✓ 月销量预测：9 家车企 2 月交付量有望在 24-25 万辆，相比 1 月+41%至+46%。 

3.2. 投资建议 

2 月第 3 周车企、门店逐渐复工程度较为充分，消费亦在逐步修复中，带动订单数环比 1

月正增长。整体来看，第 3 周 9 家样本订单已恢复至 22 年 11 月、12 月的同期水平。但
恢复中也伴随着明显分化，头部自主品牌恢复势头较好，相较去年 11 月、12 月同期订单
数有微增，但新势力品牌、其余自主品牌新能源、以及合资品牌的需求受到国补退坡、
车型价格上涨、竞品车型降价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订单数相比 22 年 11 月、12 月同期有
较大幅度的下滑。2 月前 3 周整体订单情况大约恢复至 22 年 11 月、12 月同期的 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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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恢复不及预期的车企，目前订单仍存在较大压力，我们认为，后续车企或将推出
包括但不限于终端优惠、金融政策、置换补贴等政策刺激需求回升 

交付方面，M2W3 交付 7-8 万台，环比上周 M2W2 增长 15%-20%，相较于 22 年 11 月、
12 月同期有个位数下降，2 月作为汽车行业产销淡季，交付节奏在春节后稳步爬升，头
部自主品牌交付节奏明显快于其余自主品牌新能源、新势力以及合资品牌，我们认为主
要受到节后订单需求的影响，订单需求承压的车企或有意放缓交付节奏。 

推荐国内自主品牌【比亚迪】、【广汽集团】、【长安汽车】、【吉利汽车】、【长城汽车】，造
车新势力【理想汽车】、【小鹏汽车】；建议关注【蔚来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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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录：市场数据、主流品牌年度销量目标及完成情况梳理 

根据 2023 年 2 月 10 日中汽协发布的数据： 

汽车整体：2023 年 1 月产销分别为 159.4 万辆和 164.9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3.1%和
35.5%，同比分别下降 34.3%和 35%。受传统燃油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和新能源汽车补贴等政
策退出、年末厂家冲量效应，同时叠加今年春节假期提前至 1 月，企业生产经营时间减
少等因素影响，消费者提前透支需求； 

与 2022 年春节月 2 月份相比，产销量分别下降 12.1%和 5.1%，与 2019 年（疫情前）春节
月 2 月相比，分别增长 13%和 11.3%。 

乘用车： 1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39.7 万辆和 145.9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34.3%和 35.2%，
同比均下降 32.9%。在乘用车主要品种中，四大类车型销量环比、同比均呈现明显下降，
其中交叉型乘用车降幅更为显著，同比下降 62.4%。1 月传统燃油乘用车国内销量 90.4 万
辆，比上年同期减少 73,.2 万辆，环比下降 31%，同比下降 44.8%。 

自主品牌乘用车：1 月自主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75.8 万辆，环比下降 41.1%，同比下降
24.8%，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51.6%，占有率较上月减少 5.2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提升
5.6 个百分点。 

商用车： 1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9.7 万辆和 18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23.9%和 38.1%，
同比分别下降 43.1%和 47.7%。商用车企业春节期间普遍复工复产较晚，但疫情过后市场
需求仍需时日恢复，商用车产销低位运行态势仍未明显改善。 

新能源汽车：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42.5 万辆和 40.8 万辆，环比分别下降 46.6%和
49.9%，同比分别下降 6.9%和 6.3%，市场占有率达到 24.7%。与 2022 年春节月 2 月份相比，
产销分别增长 15.4%和 22.2%。 

 

根据不完全统计，下表中 11 家主流品牌 1 月实现销量 23.73 万辆，其中： 

6 家造车新势力：1 月已实现销量 4.04 万辆； 

已公布的 5 家自主品牌：1 月已实现销量 19.69 万辆，其中，比亚迪 1 月销量为 15.13 万
辆。 

 

表 3：部分主流车企最新销量梳理 

分类 2023 年 1 月销量（单位：万辆） 

造车新势力 

哪吒 0.6 

小鹏 0.52 

零跑 0.11 

理想 1.51 

蔚来 0.85 

小康股份 0.45（新能源车） 

合计 4.04 

自主品牌 

广汽埃安 0.82（新能源车） 

比亚迪 15.13 

长城汽车 0.63（新能源车） 

长安汽车 2.8（新能源车） 

奇瑞汽车 未公布 

吉利集团 0.31（新能源车） 

合计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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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合计 23.73 

资料来源：哪吒汽车微信公众号、小鹏汽车微信公众号、零跑汽车微信公众号、理想汽车微信公众号、蔚来汽车微信公众

号、赛力斯产销公告、广汽集团产销公告、比亚迪产销公告、长城汽车产销公告、长安汽车产销公告、奇瑞汽车微信公众

号、吉利汽车产销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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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天风证券可能会持有本报告中提及公司所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争取提供投

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种金融服务。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天风证券及/或其相关人员可能存在影响本报告观点客

观性的潜在利益冲突，投资者请勿将本报告视为投资或其他决定的唯一参考依据。 

  

 

投资评级声明 

类别 说明  评级 体系 
 

 股票投资评级 
 自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同期沪 

 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 

 行业投资评级 
 自报告日后的 6 个月内，相对同期沪 

 深 300 指数的涨跌幅 

 

 

 

 买入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 20%以上 

 增持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 10%-20% 

 持有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10% 

 卖出  预期股价相对收益-10%以下 

 强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 5%以上 

 中性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5% 

 弱于大市  预期行业指数涨幅-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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