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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抓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政策布局逐渐从本土转向全球，政策重心从动力转换到智能网联，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

五”时期中国新能源汽车国内市场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基本自主可控，全球产品出口量质齐升，

出口目的国范围不断扩大。但因技术进步、地缘政治与贸易保护等因素，“十五五”时期新能源汽车发

展面临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需要从科技创新、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等多方面完善应对，

从而巩固扩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优势，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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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以新能源作为动力驱动，以车联网作为互联方式，能够达到智能甚

至无人驾驶水平，从而实现安全、高效、隐私保护和绿色行驶的目标。该产业融合了汽车、

新能源、通信、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众多前沿科技，是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

展的典型代表[1]。它不仅代表着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的主导方向，更是中国推

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抓手。《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白皮书

（2025 年）》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823.6 万辆，其中中国新能源汽

车销量达到 1286.6 万辆，占全球销量比重由 2023 年 64.8%提升至 70.5%，新能源汽车渗透

率突破 40%
①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巩固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优势，

2025 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鼓励“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总结“十四五”时期中国智能

网联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与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十五五”时期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制定“十五五”时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更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一、“十四五”时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进展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产业政策发展布局与重点发展方向也出现了调整。

一方面，产业发展布局从面向本土转为面向全球，旨在通过内外联动提升产业发展韧性与发

展潜力。另一方面，产业发展重心从传统动力替换向智能化、网联化转型，聚焦无人驾驶、

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着重培育新质生产力。 

（一）产业发展布局从聚焦本土调整为面向全球，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战略、迈向汽车强国的关键路径。中国相继出台《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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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国家车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车辆智能管理）》《促进汽车

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行动方案》《5G 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 年）》《关于进一步

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

关政策的公告》等政策，从产业要素培育、基础设施完善、市场规模扩大、加强市场竞争等

不同方面，提高中国电动汽车的国际竞争力[2-3]。2023 年开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布

局逐渐从本土转向全球。2023 年 4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

明确提出培育汽车出口优势，进一步支持汽车企业建立和完善国际营销服务体系，提升在海

外开展品牌宣传、展示销售、售后服务方面的能力。2023 年 12 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支持新能源汽车贸易合作健康发展的意见》，从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健全国际物

流体系、加强金融支持、优化促进贸易活动、营造良好贸易环境、增强风险防范能力等方面

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和保障，加强新能源汽车对外贸易合作。同月，商务部等 10 部

门《关于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意见》指出要支持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工贸易发展，充分发挥其辐射带动和技术溢出作用。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印发《中

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指出，要在乌鲁木齐片区依托陆港空港联动发

展区位优势，重点发展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打造与中亚等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2024

年 2 月，商务部等发布的《关于二手车出口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了二手车出口企业申请开

展出口业务的条件，助力出口发展。 

同时，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多项措施，如 2024 年 2 月深圳市政府出台的《深圳市 2024

年促进汽车出口工作方案》从增加本地汽车制造厂出口车型产量等 6 方面，提出 24 条具体

促进举措。2024 年 3 月，武汉市政府推出的《关于推动外经贸载体创新提能发展实施方案

的通知》提出发展壮大外贸龙头企业，加快拓展汽车、新能源等业务板块。 

（二）产业政策重心从传统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技术变化而不断动态调整。早期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重心主要集中在动力系统的替换上，即从传统燃油动力向电动化转型。

这一阶段的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对电池技术研发扶持、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税收优惠等方

面，大体上经历了研发促进、示范推广、消费激励和制度规范四个阶段[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算力、大数据等快速发展，当前智能联网新能源汽车堪称是集机械、

电子、计算、感知、视听、储能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大号终端”，成为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

主要方向
②
。产业政策技术发展重心调整为智能化、网联化、绿色化转型，重点聚焦于无人

驾驶、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具体来说，2021 年 8 月，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联合

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对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主

体、驾驶人及车辆，道路测试申请，示范应用申请，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交通违法与

事故处理及附则做了规范。2023 年 11 月，交通运输部在《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全服务指南

（试行）》中明确提出，要有序推动自动驾驶、无人车、无人机在重点区域的示范应用，对

自动驾驶运营进行规范。2023 年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开展

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通知》，并于 2024 年 6 月首批确定由 9 个汽车生

产企业和 9 个使用主体组成的联合体，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7 个城市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

入和上路通行试点。2024 年 1 月，工信部、公安部等五部门公布《关于智能网联汽车“车路

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的通知》，并在 7 月确定北京、上海、重庆在内的 20 个首批试点城市，

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化进程全面提速。武汉市于 2022 年率先发布自动驾驶全无人

商业化试点政策，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也相继开启了全无人商业化运营试点，推动无人

驾驶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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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五”时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 

经过 20 多年的培育与引导，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十四五”时

期，新能源汽车不仅中国本土市场实现爆发式增长，产业集群规模化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基

本自主可控，国际出口也出现量质同升，出口范围显著扩大，同时出口目的国也从传统的发

展中国家转为欧洲、美国等发达经济体。 

（一）本土汽车市场发展迅速，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在中国本土市场发展迅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

汽协”）统计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128.2 万辆和 3143.6 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3.7％和 4.5％，继续保持在 3000 万辆以上规模。至此，中国汽车产销总量连续 16

年稳居全球第一。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首次突破 1000 万辆，分别达到 1288.8 万辆和 1286.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4.4％和 35.5％。据中经数据统计，2019 年至 2024 年，新能源汽车产

量由 119 万辆增长至 1316.82 万辆，5 年时间实现了超十倍的增长。从增速来看，新能源汽

车的产量增速由 2019 年的 4.70%，迅速增长至 2024 年的 42%。同时，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

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0.9%，较 2023 年提高 9.3%。新能源汽车本土渗透率快速提升，从

2019 年的 4.7%快速提升至 2022 年 26%，2024 年达到了 42%。 

 

图 1 2019—2024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 

资料来源：中经数据，详见：https://ceidata.cei.cn。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背后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产业集群。得益于

多年的技术发展和国内强大的制造能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形成了从零部件供应、整车

制造到售后服务的完整生态。一方面，国内零部件供应商在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

领域，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根据相关报道，主流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本地化采购率已超过

90%，显著增强了供应链稳定性以及产业自主发展能力
③
。根据“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

发布 2025 汽车行业报告（Automotive Industry 2025），排出“2025 全球最有价值的 25 个汽

车零部件品牌”榜单（Top 25 most valuable Auto Components brands），中国两个汽车零部件

公司潍柴（28.90 亿美元）和华域（22.02 亿美元）进入了前十名
④
。2024 年 1-12 月，汽车

零部件类产品出口金额累计达到 1056.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增速明显
⑤
。据海关总署

数据显示，2024 年我国锂电池出口量达 39.1 亿个，创历史新高
⑥
。另一方面，整车企业通过

技术创新和资源整合，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2]。例如，比亚迪通过电池研发到整车制造的垂

119 146

368

722

944

1317

4.70 5.90

14

26

31

42

0.00

0.05

0.10

0.15

0.20

0.25

0.30

0.35

0.40

0.45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新
能
源
汽
车
渗
透
率
（
%
）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量
（
万
台
）

年份

新能源汽车产量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朱兰：“十五五”时期中国扩大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优势的挑战与对策 

直整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吉利汽车通过入股合资、自研自产等方式，在纯电、混动、换

电、甲醇等多条新能源技术上实现全线自研，并与电池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形成自主可

控的智能电动车产业生态化布局
⑦
。 

此外，中国形成了包括长三角产业集群（代表性企业：特斯拉、上汽、理想、蔚来、吉

利、极氪、零跑）、珠三角产业集群（代表性企业：比亚迪、广汽、小鹏）、京津冀产业集

群（代表性企业：长城、小米、北汽）、成渝产业集群（代表性企业：长安、赛力斯）等多

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这些地区凭借完善的基础设施、强大的科研能力和丰富的产

业配套，吸引了大量上下游企业集聚。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产业集中度，还促进了技

术交流与创新，形成了良好的产业生态。 

（二）汽车出口产品量质同升，出口范围不断扩大 

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出口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力量。从

总量来看，新能源乘用车销量从 2019 年 25.2 万台上升到 2024 年 221 万台，2024 年首次突

破 200 万销量，年增长率为 22.80%。2023 年，中国汽车海外销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

排名第一的国家。从结构来看，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占比达到 97.50%，其中纯电动汽

车出口量遥遥领先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

数据显示，2019—2024 年，纯电乘用车出口量分别为 24 万台、19.4 万台、50 万台、94.5

万台、154.5 万台和 165 万台，2021 年最高增速达到 157.73%。相比之下，插电式混合动力

乘用车的出口量分别为 1.2 万台、2.5 万台、4.2 万台、9.4 万台、13.8 万台和 30 万台，最高

增速为 2022 年的 123.81%。纯电乘用车与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的出口量差距不断扩大，

从 2020 年的 16.9 万台扩大至 2024 年的 135 万台。 

 

图 2 2019—2024 年中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乘用车出口量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详见：http://stats.customs.gov.cn/。 

从出口国家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主要出口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取代早期的中东、拉美、

非洲等地区。2023 至 2024 年，欧洲比利时、西班牙、斯洛文尼亚和英国等发达国家持续成

为出口亮点。据统计，2024 年比利时、巴西、英国、泰国和菲律宾等成为新能源汽车主要

出口目的地。其中，比利时以 26.37 万辆的出口量位居第一，巴西和英国分别以 15.22 万辆

和 11.94 万辆紧随其后。此外，墨西哥、印度、阿联酋、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也进入出口量前

10 的国家名单（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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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4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排名前十国家 

                                 单位：辆 

国家名称 新能源汽车出口量 

比利时 263743 

巴西 152204 

英国 119436 

泰国 117165 

菲律宾 114457 

墨西哥 80552 

印度 77940 

阿联酋 76822 

澳大利亚 75374 

以色列 65373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三）汽车出海模式丰富多元，产品资本多线并进 

新能源汽车出海根据发展阶段和国内外形势变化，新能源汽车企业采取不同的方式

开拓海外市场，产品出海和资本出海是最主要的出海模式。产品出海模式是指车企在中

国境内生产制造整车或汽车零部件，而后通过整车或者散装组件模式（Knocked Down，缩

写为 KD）出口到境外。其中，整车出口指将完整的汽车产品从生产国直接运输并销售到国

外市场，散装组件模式出口指车企将汽车散件出口再在当地组装生产并售卖。为了方便汽车

组装，许多车企都在海外建立了 KD 工厂。根据 2024 年高力国际《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洞

察报告》显示，中国在东南亚、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地区，中国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海

外建厂数量分别达到 19 家、32 家、14 家和 21 家。 

资本出海通常包括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和跨国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缩写为 M&A）两种方式，其中绿地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以外的投资者在

东道国新建企业，从零开始建设工厂、研发中心等生产或服务设施。跨国并购是指一个企业

通过购买或合并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企业来扩大其在该国家的业务，利用已有的品牌、技

术和销售网络实现快速进入目的国的目标。整体来说，中国新能源汽车资本出海经历了从少

到多的阶段，2014 年至 2017 年投资金额较少，基本在 30 亿美元左右；2018 年以后投资金

额得到明显提高，基本稳定在 100 亿美元；2022 年以来迎来快速发展期，2022 年中国总投

资金额为 297 亿美元，2023 年保守估计为 282 亿美元（不包括几个价格未知的大型项目）

《Rhodium Group，2024》
⑧
投资方式，2014 年—2017 年出海起步初期阶段，大部分新能源

车企为尽快打开当地市场，对外投资主要以并购方式为主，选择收购本土已有车厂。2018

年以来，新能源车企对外绿地投资的比例逐渐上升，并在 2019 年首次占比超越并购投资，

成为车企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2022 年和 2023 年，绿地投资金额均占据当年总投资金额的

90%以上。 

三、“十五五”时期扩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优势面临的挑战 

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关税保护等贸易不确定性增加、高科技领域“小院高

墙”等技术遏制等宏观形势，“十五五”时期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着技术

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等诸多挑战，需要引起重视。 

（一）技术风险：关键技术核心环节自主程度不足 

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领域，中国核心环节的自主程度尚处于较低水平，在车载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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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操作系统、核心零部件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从车载芯

片来看，当前国内汽车芯片自主化率仅约  10%，未来自动驾驶平台所需的算力芯片面

临  “卡脖子” 风险。在 2024 年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及数据中心芯片市场中，英伟达

（NVIDIA）占据了约 90% 的份额，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剩余市场份额则被超微半

导体公司（AMD）收入囊中，国产芯片极度缺乏市场空间 [5]。算力性能方面，英伟达 OrinX 

系统级芯片算力达 254TOPS，Mobileye EyeQUltra 芯片最高算力 176TOPS，而地平线

征程 5 芯片算力为 128TOPS，存在较大差距。操作系统方面，全球基础型汽车  OS 主

要由 QNX、Linux 和安卓主导，其中 QNX 在车载操作系统市场占比超 50%，在车控

自动驾驶操作系统市场高达  90%
⑨
。中国大部分国产操作系统厂商基于安卓和  Linux 

进行自主研发升级，智能驾驶 OS 缺乏成熟解决方案，在实时安全内核、中间件等方

面存在不足，短期内难以打破国外主导格局 [6]。核心零部件技术层面，高速轴承、高端

材料、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等关键零部件技术不足，碳化半导体、高转速轴承等关键制

造技术也有待提升。受疫情及部分国家 “脱钩断链” 影响，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部分核心环节排名下滑，如铅酸电池从 2020 年第 41 名降至 59 名，发动机从 36 名

降至 43 名，热成型钢从 17 名降至 31 名[7]。 

（二）市场风险：关税和技术壁垒等贸易保护加剧 

为保护本国汽车产业，主要国家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增加企业出海风险。相关贸易

保护措施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设置更高的进入门槛，包括关税壁垒、碳壁垒、生产区域

限制等措施。近年来，欧美等发达地区越来越多地使用低碳政策工具来限制中国新能源汽车

的出海进程，“碳”壁垒由此而生。欧盟 2023 年 6 月出台的《新电池法规》不仅限制了自单

一第三国进口战略原材料的比例，还提高了对动力电池等产品碳足迹的标注要求，增加了中

国企业的合规成本和市场准入难度。另外，关税壁垒是国际贸易中常见的保护手段，它通过

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或在关税设定、计税方式及关税管理等方面设置障碍来保护国内产业。

加征关税将显著提高企业成本，压缩企业盈利空间，降低海外市场竞争力。同时，高额关税

倒逼部分车企加速海外建厂，在全球多个国家分散投资。 

二是增加本国汽车产业保护，为本国的汽车、技术等提供更高的资金支持、项目支持、

补贴等。美国 2021 年 12 月 23 日颁布的《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防治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缩写为 UFLPA）（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生效）禁止全部或部分在特定地区

开采、生产或制造的商品，或由 UFLPA 实体清单上的实体生产或制造的商品进口美国
⑩
。

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相关条款设置了以区域成分要求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补贴规则（以

下简称“区域成分规则”），即只有新能源汽车使用的关键矿物和电池组件符合特定的区域成

分要求，合规来源包括美国本土、北美地区及美国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缩

写为 FTA）伙伴，不得含有来自受关注实体（foreign entity of concern，FEOC）的相关成分，

且整车在北美组装，才能享受税收抵扣，这使得北美采购成为美国销售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2025 年 2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America First Investment Policy）

备忘录，调整美国的投资政策，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以及美国对华投资。欧盟层面，欧盟 2023

年 2 月出台的《净零工业法案》要求到 2030 年欧盟至少 40%的包括风力涡轮机、电池、热

泵、太阳能电池板、可再生氢等在内的清洁技术需求在欧洲本土制造。2024 年 9 月，日本

政府宣布向丰田汽车、日产汽车等动力电池项目提供高达 3500 亿日元（约合人民币 174.4

亿元），用于投资开发固态电池和其他电动汽车技术，涵盖 12 个动力电池等相关项目。韩

国《K-芯片法案》（《特别税收限制法》修正案）上调新能源汽车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投资

的企业税收抵免比例，《企业回流支持计划 2.0》 （Reshoring Company Support Strategy 2.0）

通过降低条件和标准提高对回流企业的支持力度，同时加大对先进产业回流企业的奖励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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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风险：国际国内产业政策和标准尚未完善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优势巩固扩大离不开完善的法律和标准体系。截至 2024 年

6 月，中国国内已有 9 家封闭场地测试基地通过交通运输部评审认定，用于自动驾驶汽车性

能测试、功能验证和安全评估。国家相继出台了推荐性国家标准《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

（GB/T40429—2021）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等政策文件，分别对

自动驾驶自动化分级和自动驾驶车辆的道路测试、技术标准等进行了初步规范。但是在自动

驾驶汽车事故的侵权责任主体认定、责任划分和责任承担等方面存在不足，不同地方存在较

大差异。比如北京规定测试驾驶员为自动驾驶事故责任主体，上海则要求测试主体（如车企

或技术提供商）承担主要责任。构建多元责任主体制度，确保符合安全标准，维护消费者权

益，是推动自动驾驶技术和无人汽车产业良性发展的前提。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出海面临的另一个政策挑战是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问题，尤其

是在地缘政策冲突加剧背景下。中国《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明确了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

条件、流程和要求，强调“境内储存、出境评估”的制度，但这一模式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际协定倡导的“数

据自由流动”原则存在冲突。例如，CPTPP 要求数据跨境限制需满足“非歧视性”与“必要性”

标准，而中国对“重要数据”范围界定模糊，导致监管实践中出现“安全泛化”倾向，被国际社

会质疑为“数据保护主义”[8]。 

另外，美国将中国明确定位为美国首要战略对手，从“数字地缘政治”的角度展开对华竞

争。拜登政府于 2024 年 4 月正式签署《保护美国人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the 

Protecting Americans’ Data from Foreign Adversaries Act of 2024，缩写为 PADFA），禁止数据

经纪人把美国个人的敏感数据传输给外国对手国家或者外国对手控制的实体。2025 年 1 月

14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缩写为 BIS）发布了标题

为《保护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网联汽车》（Securing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Services Supply Chain: Connected Vehicles）的最终规则，明

确禁止向美国进口和在美国销售特定的与中国有关的车辆连接系统（Vehicle Connectivity 

System，缩写为 VCS）硬件与包含 VCS 或自动驾驶软件的网联汽车整车。 

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先发展的政策建议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十五五”期间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阵地和关键领域。《中国新

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5 年）》报告预计，2025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2239.7

万辆，其中中国将达到 1649.7 万辆，203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 4405.0 万辆。未

来必须继续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按照技术、市场、政策三位一体巩固扩大产业发展领先优势，推动新

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夯实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加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技术领先优势 

自主研发的技术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巩固维护汽车产业领先

优势的核心与根本。建议：一是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汽车产业技术优势。发

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整合优势科研力量与资源，加大研发资金投入，致力于推动车规级芯

片、高精度传感器、基础软件、操作系统等核心领域实现突破性创新。通过构建场景创新示

范区，分区域、分阶段有条不紊地推进自动驾驶应用示范，持续优化技术方案。同时，开展

限定场景（如夜间低速行驶等）下的无人驾驶试点应用，不断完善技术标准与运营模式，进

一步提升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技术领先优势与市场竞争力。二是紧密贴合国内外政策导向，

以绿色标准促进绿色技术进步。依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2024 年本）》《健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行动方案》，加快制定修订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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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绿色设计、产品碳足迹核算等相关标准，推动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提高废旧动力电

池附加值。按照《关于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的意见》，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碳

排放、碳核算等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满足欧盟等国碳排放要求，降低技术出海壁垒。 

（二）强化贸易保护应对措施研究，利用“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优势 

当前，特朗普强力加关税政策的外溢效应明显，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面临着复杂严峻的

外部挑战。基于此，中国需要强化贸易保护应对措施研究，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 等新兴市

场优势，推动新能源汽车出口持续健康发展。一是充分发挥世贸组织和关税协定的关键作用，

构建以 WTO 规则为核心、区域合作为补充的贸易争端应对机制。一方面，积极借助 WTO 

多边平台，参与国际规则的重塑，推动制定公平合理、有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国

际准则，促使欧美等国纠正不合理的贸易限制行为；另一方面，加强区域合作，通过与各国

签订关税协定等双边或多边协议，降低贸易门槛，拓宽国际市场准入渠道。二是深化与 “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充分利用新兴市场优势。利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政策支持，加

强与沿线国家在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标准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绿色能源、绿色投资领域

合作[9]。深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法律制度、人文风俗、消费习惯等全方位研究，加强东南

亚、非洲等国家本地化建设，树立品牌形象，深化与消费者的联系。 

（三）深化智能网联等新领域标准研究，发挥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引领优势 

建立健全技术标准与法律体系，是未来进一步规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发挥产业

引领优势的关键。建议：一方面，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立法研究，尽早填补法律空

白。加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立法研究，在责任主体认定、责任分配规则、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方面，尽早出台相关法律或者指导性意见，为行业发展提供指引和规范。贯彻落实

《2024 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高质量完成健全汽车技术标准体系、推进汽车标准国内

国际兼容等五方面 19 条具体任务。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数据治理制度完善，促进数据跨境

流动国际标准互认。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

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监管能力，建立高效便利安

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借鉴欧盟－日本“充分性认定”模式，推动合作国家间的数据保护

认证互认，有效降低重复合规成本[10]。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

数据安全法》中“重要数据”定义，加快构建涵盖数据确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以及安全保

护等关键环节的基础性制度和标准规范。尽快制定重要数据出境的安全评估制度，同时推行

更为精细化的数据出境管理策略[11]。 

 

[注  释] 

① EV Tank,伊维经济研究院,中国电池产业研究院.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白皮书(2025 年).北京：中国电池产业研究院,2025. 

② 详见：https://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40428/486eb72fb6ad41ee8ecf92fb22307632/c.html。 

③ 详见：https://www.xinhuanet.com/auto/20250110/ba4f5455223f4f2c90a8f9a4686e697d/c.html。 

④ 详见：https://brandirectory.com/reports/automotive-industry 

⑤ 详见：https://www.cnstock.com/commonDetail/357236 

⑥ 详见：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330/6355603/index.html 

⑦ 详见：http://www.zqrb.cn/gscy/qiyexinxi/2022-07-21/A1658392613613.html。 

⑧ 资料来源：Rhodium Group, Pole Position: Chinese EV Investments Boom Amid Growing Political Backlash, February 29, 2024 

⑨ 详见：https://auto.cnr.cn/2015xc/20240731/t20240731_526824573.shtml。 

⑩ 根据 2024 UFLPA 战略的内容，截至 2024 年 7 月 9 日，UFLPA 实体清单包括 68 个中国实体，企业所在行业涉及新能源汽

车、电池、电子产品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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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connected new energy vehicle is a pivotal driver for China i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hina’s policy framework for the NEV industr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domestic to a global focus, with the policy emphasis evolving from powertrain transition to intelligent connectivity,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automotive sector.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China’s NEV market experienced rapid domestic growth, with a largely self-sufficient and secure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 The global export volume and quality of NEV products improved simultaneously, and the range of 

export destinations continued to expand. However, due to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geopolitical 

dynamics, and trade protectionism, the NEV industry faces technological, market, and policy risks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ddressing these challenges requires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s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is will help consolidate and expand 

China’s leading edge in the NEV industry and foster i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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