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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全球广泛的注意，中国政府对低碳经济十分重视，新能源汽车的产生与快速发

展顺理成章。新能源汽车的诞生适宜人类发展的需要，新领域的展开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本文对新能源汽

车的电动化和智能化发展情况与趋势进行探讨，希望从理论上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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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China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from arou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ow-carbon economy，and the generation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are logical. The birth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s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human development，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uncertain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fiel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electric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hoping to provide valu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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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双碳目标促使不少行业进行改革，汽车行业为其

中之一，电动化智能化是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国家在汽车

销售方面有所展望，在 2035 年，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比例可

高达 20%，汽车电动化智能化时代到来。虽然当前汽车电动

化智能化的发展没有十分确定的发展趋势，但汽车的零部件

市场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该市场出现高弹性和确定

性，相应的零件市场已经成型。由此可推知，汽车电动化智

能化前景非常广阔。民众的节能环保意识也会推进汽车电动

化智能化的发展，进一步探讨其发展趋势十分有意义。 

一、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发展的可能性 

数据表明，工业与交通行业的碳排放占总体的 40%，要

实现低碳化，交通业的发展需要进行一些改变。传统的汽车

已经不适宜低碳化发展，新能源汽车会是未来发展的主流。

当前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以电动、氢能技术为主，而智能化也

为低碳发展做出贡献，比如汽车可自动发现前方路段情况，

做出判断，节约能源。除汽车自身的改变之外，智能化产生

的相关衍生品也运用了低碳技术，减少了碳排放。在低碳的

大环境下，汽车与电动化、智能化分不开。在对时代发展和

电子行业发展情况的考察中发现，行业的发展与需求有极大

的关系，而汽车行业的发展也会与市场需求有关[1]。如今的

互联网、物联网的发展都是因客户的需求性质、需求量在改

变，客户的需求给了不同行业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汽车的发

展亦离不开电子行业，其与科技创新有关。根据科技行业的

发展规律，汽车的电动化智能化发展也会经历 10 年一个周

期的过渡发展，从行业的兴起、形成、再到成熟都离不开科

技的革新。从理论上说，渗透率达到 10%，终端的需求达到

爆发的拐点，因而行业也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21 年，

电动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10%，该行业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

现象，与其相关的零件市场也同样迅速扩大。电动车的比例

使汽车的电动化发展有了很好的前景，与汽车智能化相关的

设置也进入了发展期。2020 年，L2 级智能网联乘用车渗透

率已达 15%，智能化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汽车的电动化发

展是低碳经济和智能化发展的桥梁，汽车的电动化发展可刺

激科技发展，使汽车迈向智能化，引导智能化的发展方向，

由此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更值得关注[2]。 

二、汽车电动化发展趋势 

1.本土品牌有很大发展空间 

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13%，世

界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也达到了 10%，证明新能源汽车进入

了加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情况要领先于世

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本土品牌十分受欢迎，新能源

汽车打破了整个汽车行业的市场份额。对于传统的汽车而

言，国外品牌在中国十分受青睐，其所占市场份额也较大。

在国家低碳经济的推动下，政府大力支持进行科技革新，国

家重视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民众的低碳观念也与政府号召

一致，一些企业家与资本家也看到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

景，多方面因素的融合使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为最

快。新品牌汽车快速出现，也快速崛起，良好的市场环境也

让中国品牌的新能源汽车占据了全球最多的市场份额[3]。比

如五菱与比亚迪等本土企业在新能源汽车的销售上居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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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前列，一些新兴品牌的新能源汽车销售也呈现出了很好的

势头。 

2.技术带动行业发展 

汽车的电动化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而新能源汽车的价

格起伏也与科技有直接的关系。在科技的研发中，三电系统

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了新能源汽车的主体。三电系统的运用

需要大量的零件协同工作，一些电子元件的价格比传统的燃

油汽车价格高出许多。新能源汽车的需求量增加，相关电子

元件的渗透率也会增加，比如，电流传感器、冷却系统、驱

动板、定子绕组等。以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不但在新能源

汽车的销售上占用很大优势，在与汽车相关的半导体市场上

也会有惊人的发展[4]。 

3.汽车供应链的突破与发展 

传统燃油汽车时代，汽车的供应链问题的主角并非中

国，外国一直是这方面的佼佼者，同时形成了一种闭环和壁

垒，中国的汽车企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艰难生存，想要撼动

外企的地位很难，供应链的问题就成为中国汽车企业发展的

难题。新能源汽车的出现打破了原来的供应链状态，中国以

新能源汽车领军人物的身份重塑了供应链的状态，给国内的

汽车企业提供了全新的发展环境，更助于中国汽车行业的发

展。如今电动车电池的供应链已经偏向于中国，比亚迪、方

正电驱等品牌开始有了在世界发展的机会，本土品牌可以与

外国西门子、博世等品牌竞争[5]。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速

度较快，而大环境也给本土品牌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关税、

技术等因素的配合让国产供应链逐步发展，一些电子零部件

由传统的外国企业“把控”变成的中国制造。比如，中国所

生产的电动车逆变器核心器件具有极大的弹性，这是外国产

品不能比拟的，中国的品牌在这一领域进入了 IGBT 供应链

中。与此同时，这样的转变也让中国的器件可实现跨越式增

长，面对逐渐扩大的电动车市场，中国会逐渐替代相应的份

额。除一些高科技核心技术之外，电动车所需的基础零件需

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在供应链的推动下，中国的相关企业会

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三、汽车智能化发展趋势 

1.自动驾驶功能 

汽车的智能化发展首先体现在自动驾驶功能上，以国际

标准所规定的等级，传统的燃油车其自动驾驶等级在 L0，

即不具有任何自动驾驶功能。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动驾驶功

能开始出现在汽车中，汽车有了巡航控制速度等功能。如今

的汽车大多是 L2 级，许多中高端新能源汽车都以其自动驾

驶功能来了解汽车的性能情况，而 L2 级的渗透率已经达到

20%，在未来还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当前的汽车智能化不能

停留在 L2 级，应逐步提高科技含量，直至汽车的智能化、

自动化水平达至 L5 级[6]。L2 级跨度到 L3 级是当前科技需要

突破的核心，科技的发展也会让这一目标实现，只是时间问

题。当新能源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达到 L3 级时，车内的驾

驶员可以无需监控汽车，其功能即可代替驾驶员安全驾驶，

变成无人操作，汽车的完全智能化实现。L3 级汽车的应用

早 2021 年就进入德国，从国家层面也获得了许可，这给世

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以及发展的动力。但

我国的相关科技创新还不及德国，中国的科技研发还停留在

由 L2 级向 L3 级跨越，没有实现大面积生产，而 L3 级小范

围实验已经实现。新能源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最终要达到

L5 级，在这一级别，汽车可以在任何条件下持续进行操作，

保持汽车的稳步运行，同时汽车也可以接受动态任务，自动

适应驾驶环境，把控所有驾驶场景[7]。L5 级自动驾驶功能在

当前的科技发展水平上有较大的实现障碍，其中包括法律、

技术、政策等因素。当前可以预见的是，L3 级自动驾驶功

能可以在市场大面积应用，其渗透率也会快速增加，可以推

动汽车的智能化发展。 

2.驾驶配件发展 

汽车自动驾驶功能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其逐步的升级也

带动了其他设备及技术的发展。比如在智能汽车中车载摄像

头的使用极为普遍，这种摄像头的成本较低，但可作为汽车

的感知层传感器。车载摄像头由于智能汽车的发展，其需求

量在不断增加。而智能汽车在发展过程中，一辆汽车的使用

数量也会逐渐增加，当前智能汽车的车载摄像头的数量为 9

个，但随着科技创新，汽车功能逐渐智能化，摄像头的数量

会只增不减。2021 年车载摄像头的市场规模已经达到 320

亿元，而日后的需求量增加值也会有加快的迹象。在车载摄

像头的领域中，中国本土企业开始逐渐兴起，慢慢在市场中

有了一席之地，打破了之前的交易市场状况，这都依赖于新

能源汽车在中国的发展。比如舜宇光学变成了世界第一大车

载镜头的供货商，其市场份额为全球的 30%[8]。当前中国的

新能源汽车在自动驾驶 L3 级进行研究，与之所配套的传感

器为激光雷达。由于激光雷达的成本较高，L1 级和 L2 级中

的应用较少，但是高级的自动驾驶等级十分需要激光雷达的

帮助，而当前激光雷达的特性及其精度还无法被替代，甚至

当自动驾驶功能达到 L4 级时，激光雷达的作用效果依然很

好。当前对于激光雷达的研究在不断加深，其成本也越来越

低，许多品牌的智能汽车从 L2 级向 L3 级迈进时，为保证

汽车的性能，会选择激光雷达，因而该行业的需求量也在不

断增加，相应的零部件交易量也在增长。除激光雷达这种高

科技之外，芯片也是汽车的硬核技术之一，芯片的主要功能

为算理与算法，L2 级到 L3 级跨越中，汽车所需的决策算力

会增加，大约需要从 10TOPS 跨越到 60TOPS，若级别进一

步推进，其决策算力需要达到 1000TOPS[9]。对于芯片，在任

何高科技行业中都是核心因素之一，比如手机。当前智能汽

车自动驾驶芯片的供应商为高通、英伟达等传统大型企业，

由于其在科技方面仍有突出的优势，所以智能汽车的芯片领

域这些企业仍然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尽管如此，国内的芯

片企业也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机遇，当前华为公司的昇腾

310AI 芯片可以达到 352TOPS，有很好的决策算力；而地平

线征程五代芯片其算力可支持 L4 级自动驾驶功能。芯片的

决策算力大小影响着智能汽车的研发，汽车所需的相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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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进行创新和调整，使其所需的决策算力减少，使自动

驾驶功能早日达到 L5 级，并可广泛使用。 

3.智能技术与服务发展 

自动驾驶功能中包含许多部分，其中智能驾驶、智能服

务及智能座舱为关键部分。智能驾驶需要系统通过感知、分

析等功能对环境做出判断，自动进行决策，其中的智能安全、

智能控制以及智能地图等运行实现汽车的自动化智能化驾

驶。在自动驾驶良好发展的大环境下，智能驾驶也同样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10]。智能座舱和智能服务相匹配，在智能化发

展的推动下，汽车不单需满足其自身正常运行，还需给人类

提供更好的舒适度。智能座舱可减少驾驶员对于驾驶问题困

惑，可为驾驶员提供良好的经验和最佳决策。以智能座舱为

基础，乘客还可享受高质量的智能服务，比如信息交互、娱

乐、出行服务等。当前智能座舱的发展点为 AR–HUD，其

可提供的虚拟性不再受车内空间的限制，并可与 ASAD 相结

合。汽车的 HUD 在快速发展，在技术逐渐发展的同时 AR

–HUD 市场也将会实现快速扩大。中国目前已有本土企业

在 HUD 领域中有了一定的市场份额，比如华阳集团。 

四、总结 

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使得未来电子行业内部构成

比例发生变化，汽车将会成为电子行业发展的重点。在低碳

经济的推动下，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发展速度加快，销售额度

越来越高，而中国在该行业中抢占了先机，打破了传统的市

场份额和供应链模式，为中国本土企业打下来一片天地。汽

车电动化智能化的发展还处于成长期，未来的发展状况无法

预料，在其发展趋势十分明显，中国企业还需不断突破难关，

规避风险，保持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展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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