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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行业周报—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微降，预计 2023 年销量 900 

万辆 

 

 

1、 市场回顾   
上周电池级碳酸锂价格为 47.2-48.0 万元/吨，均价为 47.6 万元/吨；较上

周下跌 1.9，工业零级碳酸锂价格为 45.0-47.0万元/吨，均价为 45.9万元/吨，

较上周下跌 2.1。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2.5 万辆和 40.8 万辆，同比分别-6.9%

和-6.3%。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9.9 万辆和 28.7 万辆，同比分别

-19.6%和-18.2%；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6 万辆和 12.1 万辆，

同比分别+48.5%和+42.5%；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约 0.01 万辆和 0.02 万

辆，同比分别-54.2%和-15.6%。1 月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达到 24.7%，新能源

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约 26.5%。根据中汽协最新预测，2023 年国内新能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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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销量可达 900 万辆，同比约+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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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周期（2 月 08 日-2 月 14 日），共有家证券研究机构共发布新能源概念相关

研报 12 份，其中 8 份研报对新能源相关公司给出了评级，其中买入评级 1 个，

增持评级 3个，中性评级 2个，持有评级 2个，整体评级偏向正向，说明对新能

源相关概念公司及市场仍旧持看好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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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

作的通知》（2023.02.04）】 

2 月 3 日，工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

区试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公务用车、城市公交、出

租(包括巡游出租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环卫、邮政快递、城市物流配送、机场

等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试点期为 2023—2025 年。《通知》指

出，鼓励在短途运输、城建物流以及矿场等特定场景开展新能源重型货车推广应

用，加快老旧车辆报废更新为新能源汽车，加快推进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

并支持换电、融资租赁、“车电分离”等商业模式创新。 

 

【1 月新能源渗透率达 26.8%】 

据乘联会数据，1 月新能源车厂商批发渗透率达 26.8%，零售渗透率达 25.7%。

1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 38.9 万辆，同比下降 7.3%，环比下降 48.2%，其中纯

电动批发销量 27.2 万辆，同比下降 19.8%；插电混动批发销量 11.7 万辆，同

比增长 44.7%。具体看，1）1 月乘用车批发前五名车型分别为：比亚迪宋达到 

49,865 辆、Model Y 销量 40,903 辆、Model 3 销量 25,148 辆、比亚迪元销

量 23,231 辆、速腾 22,479 辆，前四均为新能源。2）厂商批发销量突破万辆

的车企有：比亚迪汽车 150,164 辆、特斯拉中国 66,051 辆、长安汽车 24,960 

辆、上汽乘用车 18,178 辆、理想汽车 15,141 辆、吉利汽车 11,032 辆、广汽

埃安 10,206 辆。新能源近期价格调整较多，市场格局正在重塑，我们看好自主

及头部新势力领先。 

 

【新能源车销量走缓特征延续，自主品牌市场基本盘持续扩大】 

1月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 33.2万辆，同比-6.3%，环比-48.3%。1 月新能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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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车厂商零售渗透率达 25.7%，较 2021 年 1 月提升 8.7 pct。其中自主品牌

的新能源车渗透率 43.8%，豪华车中的新能源车渗透率 21.4%，主流合资品牌的

新能源车渗透率为 2.7%。批发方面，1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 38.9 万

辆，同比-7.3%，环比-48.2%。其中纯电动批发销量 27.2万辆，同比-19.8%，插

电混动销量 11.7万辆，同比+44.7%。1 月比亚迪宋销量 49,865 辆、Model Y 销

量 40,903 辆、Model 3 销量 25,148辆，为新能源乘用车批发前三位。国内零

售份额方面，1 月主流自主品牌新能源车零售份额 70.6%，同比+ 3.3pct；合资

品牌新能源车份额 4.4%，同比-1.1pct；新势力份额 13%，同比-5.8pct；特斯

拉份额 8.1%，同比+2.6pct。 

 

 

 

 
 

 

 

 

 

【大众将加快推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等项目】 

1 月 31 日，“吉林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俊在长春会见德国大众汽车集团董事会主席、保时捷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

奥博穆一行。奥博穆感谢吉林省对德国大众的大力支持，表示将进一步深化与吉

林省、中国一汽等伙伴的紧密合作，加快推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等重大项目，

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本田发布氢能源事业战略 即将开始对外销售燃料电池系统】 

2 月 2 日，本田正式发布氢能源事业战略，宣布将面向 2050 年“碳中和”目

标，把燃料电池系统应用扩大到本田自身的 FCEV 以及公司内外的各种应用场景。

到 2020 年代中期，本田计划开始每年对外销售 2000 套燃料电池系统，到 2030

企业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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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争取每年销售 6 万套，2030 年代后半期力争每年销售数十万套。其中布局

初期，本田将 FCEV 以及商用车、固定电源和工程机械设定为四大主要应用领域，

并面向 B2B 的客户开发业务。 

 

 

【比亚迪 1 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超 15 万辆】 

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 1 月中，比亚迪累计实现销售 151,341 辆新能源汽车，

同比增长 58.60%。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车购税等政策到期，加上春节导致工

作日减少等影响，截至目前多数已公布销量的车企均出现 1 月交付量/销量环比

大幅下滑，比亚迪也不可避免。据悉，比亚迪 1 月共销售 150,164 辆新能源乘

用车，是自去年 7 月以来首次跌破 16 万大关，环比下滑 36%，不过仍较去年

同期保持了 61.60%增幅。细化到各类型，1 月，比亚迪 EV 乘用车及 DM 混动

乘用车分别销售 71,338 辆和 78,826 辆，占集团新能源乘用车总量的 47.51%

和 52.49%，DM 乘用车以过半的占比稳坐主位。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比亚迪

继续发力海外市场。自 2022 年下半年以来，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海外销量逐月

攀升，至 2023 年 1 月依然保持单月过万的销量，达 10,409 辆。至此，比亚

迪新能源乘用车仅过去 7 个月，海外销量便已超过 6 万辆。 

 

 

 

 

 

 

 

 

 

 

【三元锂离子电池和锰酸锂离子电池的区别对比】 

锂离子电池以碳素材料为负极，以含锂的化合物为正极，根据正极化合物不同，

常见的锂离子电池有三元锂离子电池、锰酸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离子电池等。

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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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简单介绍下三元锂离子电池和锰酸锂离子电池的区别。 

 

1、三元材料锂离子电池 

 

我们常说的三元锂离子电池就是三元聚合物锂离子电池，它指正极材料使用镍钴

锰酸锂或者镍钴铝酸锂的三元正极材料的锂离子电池。三元材料的锂离子电池容

量较高，循环寿命较好；倍率放电佳。 

 

缺点在于以下几点：价格是三种材料中最贵的，安全性能也没有优势。目前锂离

子电池爆炸案件使用的三元材料锂离子电池的居多。 

 

2、锰酸锂离子电池 

 

锰酸锂离子电池是以锰酸锂作为正极材料的，而锰酸锂是较有前景的锂离子正极

材料之一。锰酸锂离子电池以成本低、无污染、安全性较高、倍率性能好等优点

而被广泛使用。除此之外，锰酸锂低温性能好，在零下负 20 度的低温下放电能

达到 90%以上的效率。 

 

锰酸锂的缺点是高温度性能差，容易发生鼓胀；循环寿命低相对较短(一般正常

使用寿命大概在 300 到 400 次)；其材料本身并不太稳定，容易分解出现气体，

因此多用于和其它材料混合使用，以降低电芯成本。其较差的循环性能及电化学

稳定性却大大限制了其产业化。 

 

总结： 

 

两种材料的锂离子电池就安全性而言，锰酸锂的安全性更好；在容量上，三元锂

离子电池和锰酸锂离子电池差不多；锰酸锂离子电池在生产成本和适用温度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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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势。 

 

 

信息来源：生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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