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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思考及相关建议
江晓瑜

（衡水科技工程学校，河北 衡水 053000）

摘　要　新能源汽车是时下热门研究领域，使用新能源代替传统燃油装置，可改善生态环境，缓解石油能源的短缺。现阶

段我国汽车制造业正面向技术与环保层面发展，与此同时相关部门给予更多的研究支持，促进整个新能源行业的发展。我

国新能源汽车不负众望，发展迅速，整体产业链已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以此为背景，本文总结该产业的发展机遇与问题，

并站在科技与生态角度探析几点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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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新能源与汽车制造的融合发展属于热点话题，

该产业作为战略型发展行业，应担负起发展职责，注重研

发与技术应用，以此扩大我国汽车行业的影响。伴随着社

会汽车现存量提升，继续使用传动动力汽车制造模式，会

造成严重的城市生态不可控，面对此问题强势发展新能源

研发，并应用在汽车制造业，全面提升我国科技应用力。

1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机遇

1.1 技术水平高

新时期是生态平衡与科技发展的时期，社会各阶层逐

渐认识到环保与制造业应共同发展，此背景为新能源行业

汽车制造领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研究新能源行业汽

车制造相关的企业，应抓住机遇注重能源应用与我国汽车

动力装置创新制造，完成全面推广。世界范围内均在研究

新能源行业汽车制造，根据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总量与销售

层面来看，我国该项产业与国际总体技术研究，处于持平

略领先状态 [1]。在新能源科研与汽车制造技术双重把关的基

础上，这是不可多得的行业发展机遇，相对于传统燃油动

力汽车产业，此项目具备更多的技术支持，行业人员在技

术支持下，增加研究与制造磨合工作，为新能源行业汽车

制造创造全球领先动力。

1.2 推动阻碍小

经历传统燃油动力汽车的稳定发展，新能源行业汽车

制造可获取更多的经验，与此同时我国战略型发展理念，

属于可持续研究、可持续制造以及可持续环保的工作理念，

此环节大大减小的产业推动阻力。本段文字借助下述内容

细致分析：第一该产业可创造社会经济提升，虽然一定层

面对燃油汽车产业会形成冲击力，但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

脱离产业创新，创造社会经济时会更多的相关行业汽车推

动作，此时应重视推动新能源行业汽车制造的发展。第二

解决能源危机，燃油动力车更多使用无法再生的资源，资

源一旦耗尽，此时在进行研发不不符合研究工作的意义 [2]。

综合上述，新能源行业汽车产业的行业推动创新阻力更下。

1.3 经济效益显著

任何产业发展背后均涉及到经济元素，立足于行业的

整体角度分析，我国汽车领域的研发资质仍处于劣势阶段，

至少汽车研发核心技术国家，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距离，此

时在传统汽车领域继续注入更多的研究力量，会造成新能

源行业汽车产业的缓滞。在此基础上重视新能源行业汽车

制造可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本段文字通过两点总结：第一，

技术专利的经济效益。针对现阶段新能源汽车电池续航时

长问题或制造成本问题 [3]，任意解决研究挑战均属于专利性

质的突破，此时，我国在新型汽车生产过程，不再依靠技

术引进，产生的经济效益显著；第二，产品类型带来的经

济效益。纯电动、混合动力以及新能源动力的汽车，均是

汽车产业中的重点项目，将任意项目，推动其成为燃油动

力汽车的生产模式，这将是一次变革，此时带动的经济效

益会覆盖全社会。

2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建议

2.1 政府力度辅助

社会发展至今，能源问题与生态问题一直是国际热点问

题，人们生存的环境不能仅放眼于城市层面，站在全球化

生态结构不可控的背景，应加速新能源行业汽车产业的推

动工作，本段文字提出几点政府辅助发展建议：第一扩大

研发资金支持。企业与研究机构应共同承担巨任，在研究

之初，不以单方面利益完成研究工作，以实现我国该产业

发展为目的，进行研究工作，这会使未来技术研究与产业

制造，逐渐形成良性状态。此时政府部门应注重自身的扶

持能力，增加项目批准内容，扩大支持，为避免人为因素

造成的新型汽车产业的资金利用率低，增设科研监管部门，

将研究用资金实现最大化利用；第二税收扶持。现阶段已

经初具生产规模的新能源行业汽车制造，应降低其税收，

将该部分资金用于设备研究与技术更新，以此实现产业发

展 [4]。汽车产业受市场影响，盈利与发展一直是困扰行业创

新的难题，缓解困扰，政府部门应增加宏观层面的工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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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降低新能源汽车制造或新能源汽车配件生产企业的税

收，实现顶层帮扶工作的形态。

2.2 强化企业合作

汽车产业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各企业之间呈现出竞争

关系，通过竞争关系会加速行业进步，但在新能源领域，

合作模式优势应大于竞争优势。社会发展至今，能源问题

与生态问题一直是国家层面的热点问题，企业生存的环境

不能仅放眼于同领域层面，站在生态结构改变的背景，应

加速新能源行业汽车产业的推动工作，本段文字提出几点

强化企业合作的建议：第一企业技术研究合作。为加快发

展步伐，此时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起着重要作用，不同类

型的新能源行业汽车产业，应增加技术交流过程，对于核

心技术的保密工作，可通过第三方协议完成，以此平衡研

究工作所带来的专利困扰。单方面的技术研究会放缓发展

脚步，合作共赢状态是推动进步的原动力 [5]；第二生产与技

术研究的合作。技术研究决定制造方向，制造是技术落实

的唯一途径，此时重视生产与技术的合作，可加快新型汽

车产业的创新脚步。此时汽车生产厂商、新型能源研究单

位以及基础构件的配套供应单位，应由相关部门带领逐渐

行业联盟，专注研发工作而生，为实现技术进步。

2.3 制定发展策略

工作策略是规范其发展的指导范畴，策略制定应根据

限制因素逐一制定。任何行业发展均应该排除限制因素的

影响，在扩展市场份额的基础上，还需要建立策略科学化

调整，本段文字通过两个角度总结：第一外资技术型企业

与国内制造企业的工作策略。外资企业技术先进，现阶段

我国传统汽车仍属于制造大于技术的局限层面，此时外资

技术与国内制造的合作模式应重新调整，以此发挥出我国

优势；第二国内企业技术与制造的发展。众周知之，完成

汽车生产不仅依靠单一的厂商供应，在最简单层面拆解，

完成汽车生产会需要，新型能源生产厂商的供应，如纯电

动汽车需要新型电池的供应商 [6]，不仅如此还需要配套新

动力发动机的调整，单一项目会涉及到如此多的供应单位。

可见技术与制造单位的融合工作的重要意义。统一工作时

应做到分工明确，技术支持不能全权帮助，在支持中推动

创新，实现产业进步。

2.4 明确产业的职责

明确产业的职责，避免发展弯路，新能源行业汽车制造，

能源问题与生态问题企业承担的隐含问题，人们生存的环

境不能仅放眼于政策支持，站在全球化生态结构不可控的

背景，应加速新能源行业汽车产业的推动工作，本段文字

提出几点明确产业的职责建议 [7]：第一现行政策清晰了解企

业责任。近年来，我国逐渐颁布有关于汽车尾气排放的规定，

规定中明确指出对国五型号汽车控制生产销售以及上牌，

这一举措可看出我国对尾气排放不合格汽车制造行业的约

束力，针对国六型号的汽车增加尾气排放检测，对问题企

业督促其整改。这一举措变相表达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地位，

试图通过新能源动力实现汽车制造发展地位不变，控制汽

车尾气污染，此时大型企业应站在政策层面，明确其职责，

追求经济效益同时做好新型汽车研究工作；第二安全工作。

上述内容提及新能源行业汽车企业的发展外部因素，以此

为背景探析企业的汽车安全责任，即使在生态保护与产业

发展高速阶段，汽车生产企业仍应坚持新型能源汽车的安

全检测工作，首先注意新型能源汽车的刹车系统，由于汽

车搭载更多的智能功能，容易出现系统故障 [8]，此时在安全

检测工作时应多次增加检测，避免用户出现不良体验。其

次驱动系统测试，燃油发动机经过长时间的改进才可避免

驱动系统故障问题，此时新型能源汽车有趣驱动系统与传

统驱动系统运行模式不同，安全检测工作应增加驱动系统

循环检测工作，以此降低驱动故障；第三多元化技术创新，

解决能源问题，同时降低驱动系统故障，让汽车产业呈现

技术多维发展。

3 结语

综合上述，本文总结新能源汽车产的发展机遇与策略，

新时期是生态平衡与科技发展的时期，社会各阶层逐渐认

识到环保与制造业应共同发展，此背景为新能源行业汽车

制造领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推动其成为燃油动力汽

车的生产模式，这将是一次变革，此时带动的经济效益会

覆盖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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