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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是汽车产业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的重要攻坚

阶段。汽车产业在迎来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变化。汽车产业应抢抓这一重要

窗口期，前瞻谋划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之路，引领我国汽车强国建设再启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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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我国汽车产业攀上

新高峰，产业规模预计连续第

16 年位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

车产销量首次突破千万辆大关，

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进入试点应用新阶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谋篇布

局之年，汽车产业应抢抓这一重

要窗口期，前瞻谋划未来 5年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引领我国汽车

强国建设再启新征程。

一、2024年，我国汽车
产业发展再攀新高峰

2024年，我国汽车产业发展

成效显著，在市场扩容、技术创

新、国际化发展等多方面均取得

突出进展，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步伐加快。

一是市场规模创历史新高，

新能源汽车产销突破千万辆。

2024年 1-11月，我国汽车销量

接近2800万辆，同比增长3.7%，

预计全年销量连续第 16年保持

世界第一，在 2023 年首次突破

3000万辆的基础之上再创历史

新高。同期，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历史性突破千万辆大关，市

场渗透率超过40%，其中新能源

乘 用 车 国 内 市 场 渗 透 率 自

2024年 8月以来连续突破 50%，

全面市场化步伐进一步加快。

二是前瞻布局显著加强，新

技术、新模式进入试点应用新阶

段。整车和动力电池龙头企业

纷纷发布全固态动力电池研发

与量产计划，组建产学研、上下

游、跨领域创新联合体，协同攻

关相关科学问题与关键技术，有

力带动电动化领域的前瞻性、引

领性布局。端到端自动驾驶大

模型等智能化技术加快研发突

破和迭代应用，网联协同技术不

断创新发展，为高级别自动驾驶

智能网联汽车准入与上路通行试

点提供有力支撑，推动“车路云一

体化”进入实践探索新阶段。

三是汽车外贸持续增长，中

外合作稳步向纵深推进。2024
年 1-11月，我国汽车出口 534.5
万辆，同比增长 21.2%。同期，

中国吉利与法国雷诺成立海外

合资公司，以技术合作为牵引，

共同拓展全球市场；德国大众进

一步加大在华研发投入，与中国

小鹏汽车的战略合作拓展至联

合研发全新电子电气架构；德国

宝马增资 200 亿元人民币推动

沈阳生产基地升级改造，支撑其

全新车型本土化生产；德国奥

迪、日本本田携手中国的合作伙

伴发布纯电动新品牌、新车型，

加力推动在华业务转型升级。

二、2025年，我国汽车
产业面临新的发展形势

即将到来的“十五五”时期，

是汽车产业全面推进高质量发

展，加快建设汽车强国的重要攻

坚阶段。汽车产业在迎来新机

遇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新形

势、新变化。

一是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

方兴未艾，电动化发展大势不可

逆转。在全球碳中和愿景下，发

展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各国应对

气候变化、推动道路交通绿色低

碳转型的共同选择，国际能源署

基于各国汽车电动化转型目标

和碳减排承诺预测，至 2030年，

新能源车型在全球轻型车新车

中的销量占比将接近 45%。同

时，各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目标、

跨国车企电动化转型核心战略

始终没有改变，将为我国汽车产

业立足电动化领先优势，加快融

入和抢占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

高端，开拓国际蓝海市场带来重

大机遇。

二是产业技术竞争向基础

前沿前移，跨领域融合创新成为

“新常态”。随着全球汽车产业

阔步迈向以电动化加速、智能化

演进、低碳化融合为显著特征的

全方位转型升级新阶段，新能

源、新材料、新计算等领域的基

础性、原创性技术突破正在成为

驱动汽车前沿技术升级迭代的

关键力量，汽车科技创新迎来以

源头和底层技术突破为核心、多

领域技术交叉融合为主要特征

的链式变革，将重塑产业未来竞

争格局。我国汽车产业基础前

沿研究与原始创新能力持续提

升，跨领域融合创新效能不断增

强，但距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尚有差距，亟需进一步加强基

础前沿领域、交叉融合领域前瞻

性、引领性布局。

三是合作共赢、融通发展成为

共同愿景，国际化仍是全球汽车

产业发展主旋律。全球汽车产

业发展正面临一系列不容忽视

的共性问题和共同挑战：传统汽

车遭遇转型阵痛，新能源汽车的

环境适应性、质量安全等有待提

升，部分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面对这些困难与挫折，深

化开放合作、合力攻坚克难成为

全球汽车产业的共同追求。

三、前瞻未来5年，顶层
谋划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之路

如今，我们已迈入 2025 这

一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汽车

产业应牢牢把握发展窗口期，

前瞻谋划“十五五”时期的发

展战略，为此，建议统筹做好

以下工作。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研究制定

新时期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总

结评估《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

划》实施成效与经验，结合《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目标要求，研究制定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以跨界融合为路径、以

国际化发展为重点的“十五五”时

期汽车产业发展总体规划，需统

筹考虑传统汽车平稳转型与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兴产业培

育，处理好新时期中国汽车产业

在全球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更

高站位、更大格局谋划面向2030
年的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二是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原

创性战略性前瞻性布局。超前

研究部署“十五五”汽车领域国

家科技计划，加强新体系动力电

池、新结构燃料电池、新材料电

驱系统等下一代电动化技术的

前瞻布局，需加快推动全固态电

池实现从关键材料到电池技术

再到系统集成的全链条技术突

破与产业化发展，强化车用类脑

智能、智能驾驶操作系统、大算

力车规级芯片等领域“根技术”

创新，着力实现新时期产业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自主

可控，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技

术底座。

三是推动跨界融合，实现车

路云深度协同。加快推进车网

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工作，需建

立健全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与电

网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与激励

机制，探索形成可供复制推广的

可持续运营模式。依托“车路云

一体化”应用试点，加快探索车

路云协同发展路径，在充分发挥

现有设施平台作用、明晰网联协

同实际需求的基础之上，分步有

序推进网联基础设施增量建设。

四是深化国际合作，推动全球

汽车产业融通发展。研究制定

未来 5年我国汽车产业国际化

发展战略，需做好国内与国际、

外资与内资、贸易与投资、竞争

与合作的统筹谋划，对内要大力

支持合资、外资车企在华发展，

依托我国在制度、技术、市场、产

业链、发展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优

势，为跨国车企“立足中国，开拓

全球”培育发展沃土；对外要积

极推进贸易与投资相结合、市场

合作与技术合作相结合的出海

方式，把握好海外发展节奏，推

动企业间高效协同、有序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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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国际汽车工程科技创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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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能源汽车持续引领

和高质量发展”等科研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