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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经济发展新动能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上海经验借鉴 

孙源希 

在 2022 年 12 月召开的“2022 中国汽车产业峰会”上，汽车

之家研究院联合 21 世纪新汽车研究院共同发布了《2022 中国城

市新能源汽车发展指数》（以下简称《发展指数》）报告，简述

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现状，并分析计算出了不同城市的

新能源汽车发展指数。《发展指数》报告构建了一套以产业指数



— 2 — 

和消费指数为核心的衡量城市新能源汽车发展状况的评价体系，

其中，产业指数包括政策规划、生产制造、智能驾驶、城市吸引

力，消费指数包括消费潜力、消费能力、消费保障。同时，根据

产业布局、新能源产量、城市影响力等三个方面的因素，选取了

北京、成都、重庆、上海、苏州、深圳、广州等 15 个城市作为研

究样本，依次计算得出这些城市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指数、产业指

数和消费指数并进行排名。 

从结果来看，上海在“新能源汽车发展指数榜”、“新能源

汽车产业指数榜”、“新能源汽车消费指数榜”分别排名第一、

第一、第二，是上述 15 个城市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城市，而苏州在

这三个榜单上的排名分别是第十一、第十一、第八。考虑到长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以及上海、苏州具备一定相似度等现实情

况，分析总结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实践和发展经验能够帮

助苏州探索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推动新能源汽车产

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情况概览 

一是产量稳步增长。根据表 1，上海市 2018 年至 2021 年的

新能源汽车产量呈增长趋势，新能源汽车产量占汽车总产量的比

重也逐年上升。即使受疫情影响，2020 年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产量

也突破了 20 万辆，2021 年继续保持高幅度增长，达到 63.19 万辆，

同比增幅超过 100%，占全年汽车总产量比重超过 1/5。相关数据

显示，截止 2022 年 7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已累计达到 45.08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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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64.3%。 

表 1：2018 至 2021 年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产量 

时间 新能源汽车产量（万辆） 占汽车总产量比重（%） 

2018 8.2 2.75% 

2019 8.3 3.02% 

2020 23.86 9.01% 

2021 63.19 22.30%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注：2022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数据尚未完全公布 

二是产业链趋向完备。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聚集了 1.3 万

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分布在浦东新区、嘉定区、松江区、奉

贤区、闵行区等 16 个区，基本培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贯穿原材料和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和汽车后市场三个

环节，构成了一整套可持续的、闭环的行业生态体系。除了行业

的相关企业，上海还汇集了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金桥新能源汽

车产业基地、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宁德时代未来能源研究

院等一批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三是消费能力突出、消费保障到位。2022 年，上海市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79610 元，位居全国第一，两倍于全国平均水

平。因此，即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2021 年和 2022 年上海新

能源汽车销量也分别实现 22.19 万辆和 33 万辆，连续两年稳居全

国第一。同时，上海积极推进城市充电网络建设，据《关于本市

进一步推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显示，预计到 2025



— 4 — 

年将满足 125 万辆以上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实现全市车桩比不

高于 2∶1。 

二、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经验总结 

1．顶层设计完善，政策红利刺激行业发展 

一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如下表所示，上海

市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致力于引导和推动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从产业端看，政策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例如《上海市加快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 年）》指出要加强关键技术

研发，使动力电池与管理系统、燃料电池、驱动电机与电力电子

等研发制造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关于支持本市燃料电池汽车产

业发展若干政策》明确提供关键零部件奖励以此推动核心零部件

产业化，指出完善全产业链政策扶持体系；二是完善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关于本市进一步推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

见》和《上海市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扶持办法》等文件

致力于推动形成覆盖范围广、实用性强的城市充电网络；三是构

建绿色交通能源体系，例如《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

施计划（2021～2025 年）》提出公交汽车、巡游出租车、党政机

关公务车辆、中心城区载货汽车、邮政用车全面使用新能源汽车，

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务车辆、环卫车辆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 80%，

网约出租车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 50%，全面提高公共领域用车电

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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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新能源汽车相关消费政策刺激需求。从需求端看，主要

是通过财政补贴、免费发放牌照等手段，鼓励个人消费者购买新

能源汽车，例如《关于促进本市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给予符合条

件的消费者每位 5000 元的补贴、《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

发展行动方案》针对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臵税；从

供给端看，政策通过给予新能源汽车生产厂商财政补助资金，增

加新能源汽车市场供给。 

表 2：上海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政策梳理 

时间 政策名称 

2017 年 9 月 《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规划》 

2018 年 2 月 《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暂行办法》 

2019 年 1 月 
《关于发布 2019 年度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 

相关操作流程的通知》 

2020 年 4 月 《关于促进本市汽车消费若干措施》 

2021 年 2 月 《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 

2021 年 2 月 《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 年）》 

2021 年 7 月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 年 11 月 《关于支持本市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 

2022 年 1 月 《关于本市进一步推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 

2022 年 6 月 《上海市促进汽车消费补贴实施细则》 

2022 年 9 月 《上海市鼓励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扶持办法》 

2023 年 1 月 《上海市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2．产业链趋向完备，行业生态体系逐步构建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主要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其中上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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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锂、钴、镍等原材料和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中

游主要指整车制造，下游包括充换电服务、电池回收等。根据下

图所示，目前上海新能源汽车企业布局覆盖了产业链上游、中游

和下游，基本形成了完整的、可持续的全产业链条。相关数据显

示，截止 2021 年底，上海共有 13293 家新能源汽车行业相关企业，

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处于领先地位，占全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总量的

3.88%。从企业的区域分布来看，上海市各辖区均有上、下游产业

链的相关企业，其中，嘉定区、浦东新区、奉贤区和松江区的产

业链布局更为完善。 

图 1：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部分代表性企业布局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公开资料整理所得 

与此同时，为了最大化产业链资源聚集的规模化效应，上

海培育了一批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包括嘉定区的上海国际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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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城同济科技园、科技创新港，闵行区的莘庄工业区、宁德时

代未来能源研究院，奉贤区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浦东

新区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金桥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上海

国际氢能谷等。为了打造多层次产业集群，嘉定安亭聚集区着

力于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研发、关键部件产业化，浦东临港聚

集区着力于加快全产业链布局、持续扩大高端新能源汽车生产

能力，浦东金桥聚集区重点在发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软件、

通信设备产业优势。 

3．创新研发能力突出，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上海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创新研发方面同样表现不俗。从专利

申请量来看，2003 年至 2020 年期间，上海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

申请量持续稳定增长，其中 2019～2021 三年的申请量甚至突破了

10000 件。截至 2022 年 3 月 14 日，上海新能源汽车企业申请专

利 3853 件，在全国各省市中位列第 7，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新能源汽车领域学术论文发表情况来

看，在 Elsevier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中搜索“新能源汽车”“电

车”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近五年来自上海的高校和科研机构

所发表的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学术论文共有 6020 篇左右，在国内

各城市排名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北京。从学术交流活动来看，上

海举办过第二届中国新能源汽车热管理国际峰会 2019、第十三届

新能源汽车核心电源技术研讨会、2019 第三届中国新能源汽车

NVH 国际峰会等学术活动，不断促进新能源汽车相关发展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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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交流，推动更多有价值成果的创造。 

三、苏州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对策建议 

目前，苏州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已逐渐驶入“快车道”。一

方面，苏州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政策和意见，

通过完善顶层设计为新能源汽车产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

促进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其中，《苏州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指导意见》强调要发展新能源整车产业，加快突破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及关键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研发问题；《关于

进一步加快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全市累计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30 万辆以上，形成公共领域全面覆

盖、私人消费领域积极购买的推广应用格局并加快推进新能源汽

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力争车桩比达到 2：1；《苏州市汽

车整车、电子及零部件产业创新集群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提出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汽车电子、智能车联

网等新兴领域产值规模达 3000 亿元以上的目标。 

另一方面，从部分数据一窥苏州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

——2022 年 1 月至 11 月，全市 284 家新能源汽车相关规上企业

实现总产值 1749 亿元，占汽车全产业链规上企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39.9%；全市引进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长三角汽车工程研究

院、苏州市氢能产业创新中心等 23 家国内顶尖机构，其中清华大

学苏州汽车研究院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节能减排等核心领域，

已累计完成 70 多项高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打造了国内汽车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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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高地；2023 年 1 月，在苏州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集群建

设推进大会暨项目集中开工签约仪式上，集中开工签约和投产投

用产业项目共 142 个、总投资 916 亿元等。为了促进苏州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结合上海新能源汽车产业现状和发展经

验，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继续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集中资源培育一批具

有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根据《苏州市汽车产业创新集

群建设》的要求，围绕新能源汽车、智能车联网、汽车电子等新

兴领域集中发力，重点培育整车制造、提高关键零部件研发能力。

一方面，要不断促进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建设，提高产业可持

续化发展能力，另一方面，结合苏州工业门类齐全、汽车零部件

制造业基础扎实等优势积极布局产业链下游的智能驾驶赛道，利

用数字化实现传统汽车配件的智能化转型，形成发展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苏州优势”。同时，加大招商力度并整合资源，引进和

培育一批高成长性、创新能力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龙头企业，通

过头部企业的发展带动产业从“走起来”到“跑起来”。 

二是加大力度推进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数字化赋能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截至 2022 年 4 月，苏州已建成公共充电站

694 座，公共充电桩 5913 个，专用充电站 271 座、专用充电桩 2591

个。结合《苏州市“十四五”电动汽车公共充换电设施规划》中

提出的“到 2025 年，全市充电桩总量达到 20 万个，可以满足 38

万辆左右电动汽车的充换电需求，全市车桩比达到 2∶1 左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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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以及新能源电动车普及率持续增长的现状，扩建公共充电

站和专用充电站、实现充电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对于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后续发展十分关键。其次，要积极利用 5G、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同时结合元宇宙等新概念，提高产业数字化水平，

促进产业智能化发展。 

三是鼓励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力度，利用关键技术突破构筑行

业壁垒。苏州拥有清华大学苏州汽车研究院、长三角汽车工程研

究院、苏州市氢能产业创新中心等 23 家国内顶尖机构，312 家汽

车产业领域企业研发机构。基于此，政府要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相关企业对接产业前端研究机构和优秀人才，汇集多方力量实现

关键技术的突破。同时，积极举办新能源汽车产业论坛和技术交

流活动，并邀请产业内的头部企业和知名专家参与活动，通过思

想碰撞和技术研讨促进苏州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太湖智库课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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