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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三化”需重新定义底层逻辑
▶ 本报记者 叶伟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2025年

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

新补贴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

施细则》），明确提出将利用超长

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城市公交企

业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更换

动力电池给予定额补贴。

专家表示，该政策通过利用

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提供定额补

贴，直接降低了公交企业更新新

能源车辆及动力电池的经济负

担，从而促进新能源公交车在公

共交通领域的推广应用。

促进新能源公交车发展

据了解，《实施细则》分为5部

分：补贴范围和标准，补贴申报、

审核和发放，补贴资金管理，绩效

管理与监督及附则。

在补贴范围和标准方面，

《实施细则》规定，将支持车龄 8
年及以上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前注册登记的城市公交车更新，

2025年 12月 31日前超出质保期

或不满足安全运营条件的新能

源城市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换。

其中，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

每辆车平均补贴 8万元；更换动

力电池，每辆车补贴4.2万元。

在补贴资金管理方面，《实

施细则》明确中央财政和地方

财 政 的 分 担 比 例 ，总 体 按 照

90∶10 的比例共担，并根据不

同 地 区经济发展情况确定具体

分担比例。

“《实施细则》将从多个方面

促进新能源公交车发展。”中国投

资协会上市公司投资专业委员会

副会长支培元表示，首先，资金补

贴直接缓解公交企业资金压力。

购置新能源公交车及更换动力电

池成本高昂，超长期特别国债资

金提供的定额补贴，降低了公交

企业采购和运营的成本，使企业

有更多资金用于车辆更新换代，

加快新能源公交车普及。其次，

有利于新能源公交车更新换代。

补贴政策会吸引公交企业增加新

能源公交车订单，推动新能源汽

车制造商加大研发和生产投入，

提升产品质量和性能，促进整个

产业链发展。第三，有利于提升

公共交通服务质量。

“《实施细则》的发布，不仅为

新能源公交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还

通过细化补贴标准和政策倾斜，

引导行业向更加绿色、环保、人性

化方向发展。这将有助于推动新

能源公交车在公共交通领域的全

面普及，为构建绿色低碳、便捷高

效的城市出行体系贡献重要力

量。”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联

合创始发起人袁帅说。

小型公交车受政策青睐

值得关注的是，《实施细则》

明确，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

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

合、设备更新与资源节约相结

合，指导申请人因地制宜选择更

新车辆或更换动力电池，引导更

新小型化、低地板及低入口城市

公交车辆。

“《实施细则》提出对小型化、

低地板及低入口的新能源城市公

交车补贴资金适当倾斜，意义重

大。”在支培元看来，这表明政策

鼓励公交车辆多样化发展，而小

型化公交车能更好适应城市复杂

路况和狭窄街道，提高公交服务

的覆盖范围和灵活性，满足不同

区域居民的出行需求。低地板及

低入口设计方便乘客上下车，尤

其对于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

体，极大提升了公交出行的便利

性和可达性，体现了公共交通服

务的人文关怀，有助于推动无障

碍出行环境建设。

“这意味着政府鼓励城市公

交企业购买更加人性化、便捷的

新能源公交车。”中国民协元宇

宙工委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

高斌表示，小型化、低地板及低

入口的公交车在乘坐舒适度、便

捷性以及安全性方面具有明显

优势，有利于提升城市公共交通

的服务水平。

“这一条看似技术细节，实则

传递出城市公交‘服务属性回归’

的重要导向。”知名商业顾问霍

虹屹介绍说，在很多城市，特别

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空间密

度高的区域，小型化、低地板、低

入口公交车能更好地提升通达

性与乘车舒适度。这些车辆不

是“技术升级”，而是对“城市温

度”的回应。因此，政策补贴对

这类车型给予倾斜，本质上是推

动城市公共交通更贴近民生需

求，迈向“精细化运营、个性化服

务”的现代公交体系构建。

“通过长期、坚定、连贯实施

新能源汽车国家战略，我国成功

培育出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一批

世界级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

领军企业，构建起世界级汽车产

业链和引领未来方向的产业创

新生态。”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侯福深在5月20
日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中国汽车

工程学会年会暨展览会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

侯福深指出，当前，我国正

处于由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发

展的关键阶段，汽车产业正加速

向低碳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进入技术创新空前活跃

期，此间需要重新定位未来汽车

科技创新发展的坐标和重新定

义汽车产业的底层逻辑，探寻未

来汽车科技发展方向，引领全球

汽车科技加速前行。

电动化发展
全面市场化阶段两大问题

“今年 1-4 月，我国新能源

汽车渗透率达 42.7%，表明电动

化 发 展 进 入 全 面 市 场 化 新 阶

段。”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秘书长

助理、国汽战略院副院长郑亚

莉表示。

然而，目前汽车电动化方

面面临动力电池与固态电池及

充电与超级充电两大问题。

“目前，全固态电池在全球

范 围 内 仍 处 于 研 发 和 中 试 阶

段，存在材料稳定性、界面稳定

性、循环寿命等关键技术问题

及整车热管理、整车集成等工

程化与产业化技术难题，预计

2030 年全固态电池可实现小批

量装车验证，2035 年才有可能

规模化应用。因此，近中期，液

态动力电池仍是电池产品的主

流，需进一步挖掘其性能提升

潜力，推动本征高安全、全气候

创新技术的突破与优化。”郑亚

莉说。

“当前，龙头企业提出兆瓦

级超充技术方案，其产业化应

用除需突破自身散热、标准化

等难题外，对动力电池、整车平

台等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

还 将 带 来 电 网 侧 增 容 等 新 问

题。”郑亚莉说，短期看，超级快

充仍将是普通快充技术的一项

补充技术。

智能化变革
商业落地需三大突破

“目前，L2级辅助驾驶功能

乘用车新车渗透率已达 57.3%，

引领汽车智能化转型。”侯福

深说。

比如，2月 9日，长安汽车官

宣智能化战略“北斗天枢 2.0”
计划，从 2025 年起不再开发非

智能化新产品，未来 3年将推出

35款数智新汽车；2月 10 日，比

亚迪召开智能化战略发布会，

发 布 高 阶 智 驾 系 统“ 天 神 之

眼”……今年以来，国内多个汽

车品牌车企提出“智驾平权”相

关计划。

“我国已实现 L2 辅助驾驶

规模化应用，但目前主要车企

提出的‘智驾平权’主要是 L2级

辅助驾驶的量产应用，而 L3 级

以上高级别自动驾驶仍处于技

术验证和商业化示范阶段。”郑

亚莉说。

郑亚莉表示，与 L2 级辅助

驾驶相比，L3 级以上的高级别

自动驾驶上车，需要实现从技术、

用户认知到安全管理的质变性突

破。比如，技术创新方面，需要完

成辅助驾驶向主导驾驶的转变；

用户认知方面，需要适应驾驶权

的转移；管理体系方面，需加快建

立并完善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产

品准入标准和测试评价能力，制

修订面向高级别自动驾驶的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等。

AI为驱动力
形成标准引领力

“要想成为世界汽车强国，

需要有完善的汽车科技创新体

系和关键载体平台，还需要掌

握核心技术、形成标准引领能

力。”侯福深说。

为此，此次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正式发布汽

车创新技术展 AITX 品牌，聚焦

汽车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这一

主题，打造全新的综合性汽车

技术展览平台。

“至 2030 年，将 AITX 品牌

打造成为规模最大、科技影响

力最强、创新生态最丰富的全

球汽车创新技术展览，成为世

界汽车科技创新交流高地。”侯

福深表示。

同时，人工智能（AI）将是未

来汽车产业变革新的驱动力。

“AI将是影响未来 3-5年汽

车科技创新的关键因素，AI 将

全面赋能汽车产品技术创新，

驱动汽车产品向具身智能终端

演进，同时也将带来从研发、生

产、制造到服务的汽车底层逻

辑重构，催生汽车产品形态、产

业生态的系统性变革。”郑亚莉

说，AI将从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方面率先应用，然后拓展至动

力、底盘等全领域、全链条，深

度赋能汽车研发、生产、制造、

销售、服务等全过程，推动汽车

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

展，引领我国汽车产业从规模

提升迈向创新驱动。

▶ 本报记者于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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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北京公交车行驶在北京市西三环道路上。 晁毓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