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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近期行情回顾 

2021 年 1 月 20 日-2021 年 2 月 19 日，沪深 300 上涨 5.65%，汽车及零部

件板块上涨5.12%，跑输大盘0.53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6.27%；

商用车子行业上涨 12.62%；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3.78%；汽车经销服务

子行业下跌 0.96%。申万汽车板块涨幅位于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第 10 位，位

于中游。 

截至 2021 年 2 月 19 日，行业 TTM 市盈率为 32 倍，相对于沪深 300 的估

值溢价率为 91.01%，其中，乘用车板块为 41 倍、商用车板块为 27 倍、零

部件板块为 30 倍。近期汽车板块行情和估值均有所波动，主要是汽车产销快

速复苏、电动化智能化浪潮加速的同时，芯片供应紧张带来不确定性。 

 汽车行业整体情况回顾 

1 月汽车销量 250.3 万辆，同比增长 29.5%，连续第 10 个月正增长，实现开

门红。其中乘用车 1 月批发/零售销量增速分别为 26.8%/25.7%，各车系均实

现增长，其中自主增速扩大至 41.0%；重卡 1 月销量 18.3 万辆，环比/同比

分别增长 67.4%/57.2%，超出预期；新能源汽车 1 月销量 17.9 万辆，同比增

长 238.5%，连续第 7 个月正增长并刷新同期历史记录。 

1 月末汽车厂商库存为 89.9 万辆，相比月初下降 11.78%，1 月汽车经销商库

存系数为 1.53，略处于警戒线以上，同比小幅上升 2.0%，环比下降 15.0%，

预计主要是行业景气度回暖、节前促销以及芯片供应紧张等因素所致。 

12 月整体乘用车价格为 15.28 万元（1 月数据尚未公布），同比/环比上涨

8300/300 元，主要是豪华车因素影响，宝马 5 系、奥迪 A6 等 C 级轿车权重

及终端成交价格提升；乘用车终端优惠12月同比/环比分别上升1800/100元，

环比维持相对稳定。1 月以来主要原材料处于高位波动，面临成本压力。 

政策方面，中央政策的基调仍是扩大汽车消费和支持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

地方政策重点布局并支持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的推广与建设。 

1 月至今，共有 5 家厂商发布了 6 款新上市车型，其中纯电动汽车 1 款、混

合动力汽车 1 款、传统燃油车 4 款。 

 投资策略 

汽车行业延续复苏态势，政府仍然坚定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还梳理

汇编了《地方促进汽车消费经验做法》，未出台政策的地方后续有望推出有效

举措，从消费升级和市场下沉（汽车下乡）两个维度将推动车市持续复苏。

乘用车板块的品牌与格局将持续优化，推荐关注吉利、长城、长安等优质自

主品牌以及日系德系品牌产业链的表现，如上汽集团（600104）、长安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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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25）、广汽集团（601238），以及优质零部件标的华域汽车（600741）、

新坐标（603040）。 

新能源汽车方面，在国内外车企的推动下，今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将加快发展，

预计将有多款爆款车型推出，推动销量持续增长，沿着全球化供应链主线，

我们看好：1）国内进入并绑定特斯拉、大众等国际车企供应链的公司，如拓

普集团（601689）、旭升股份（603305）、三花智控（002050）、宁德时代

（300750）、岱美股份（603730）、华域汽车（600741）、富奥股份（000030）、

银轮股份（002126）；2）进入 LG 化学和宁德时代供应链的企业，如先导智

能（300450）、璞泰来（603659）、恩捷股份（002812）。此外，我们看好在

激烈的竞争中不断实现技术提升并脱颖而出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

（002594）、宇通客车（600066）。 

智能汽车方面，车企、高科技企业的合作增多并逐渐深入，智能纯电动汽车

量产加速，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快速推进，表明智能电动的趋势正在加速，

整车电子电气架构加速升级，今年智能汽车有望出现“爆款”量产车型，板

块热度将持续提升。我们持续看好汽车智能网联化趋势，建议关注德赛西威

（002920）、星宇股份（601799）、科博达（603786）、保隆科技（603197）、

拓普集团（601689）。 

风险提示：政策推出低于预期；汽车产销回暖不及预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

控制不及预期；汽车芯片供应短缺风险；新能源汽车产销不及预期；原材料

涨价及汇率风险；中美经贸摩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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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行情回顾 

1.1 行业走势回顾（2021.01.20-2021.02.19） 

2021 年 1 月 20 日-2021 年 2 月 19 日，沪深 300 上涨 5.65%，汽车及零部件板

块上涨 5.12%，跑输大盘 0.53 个百分点。其中，乘用车子行业上涨 6.27%；商

用车子行业上涨 12.62%；汽车零部件子行业上涨 3.78%；汽车经销服务子行业

下跌 0.96%。申万汽车板块涨幅位于 28 个申万一级行业第 10 位，位于中游。 

个股方面，涨幅居前的有森麒麟（85.88%）、*ST 众泰（46.21%）、福田汽车

（41.03%）、潍柴动力（32.05%）、中国中期（30.96%）；跌幅居前的有路畅科

技（-33.83%）、云内动力（-22.39%）、得润电子（-21.07%）、奥特佳（-20.26%）、

新泉股份（-17.26%）。 

表 1：行业板块涨跌幅（2021.01.20-2021.02.19） 

板块 涨跌幅[%] 

沪深 300 5.65 

BH 汽车及零部件 5.12 

BH 乘用车 6.27 

BH 商用车 12.62 

BH 汽车零部件 3.78 

BH 汽车经销服务 -0.96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图 1：2021.01.20-2021.02.19 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情况（总市值加权平均） 

-15%

-10%

-5%

0%

5%

10%

15%

20%

25%

30%

35%

休
闲
服
务

有
色

金
属

食
品

饮
料

化
工

农
林
牧
渔

医
药

生
物

钢
铁

轻
工
制
造

电
气
设
备

汽
车

交
通

运
输

建
筑
材
料

综
合

银
行

采
掘

传
媒

机
械
设
备

纺
织

服
装

建
筑

装
饰

家
用
电
器

公
用
事
业

商
业

贸
易

计
算

机

房
地
产

电
子

通
信

非
银

金
融

国
防
军
工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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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汽车板块涨幅居前的个股（2021.01.20-2021.02.19）  图 3：汽车板块跌幅居前的个股（2021.01.20-2021.02.19） 

85.88%

46.21%
41.03%

32.05% 30.9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森麒麟 *ST众泰 福田汽车 潍柴动力 中国中期
 

 

-33.83%

-22.39%
-21.07% -20.26%

-17.26%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路畅科技 云内动力 得润电子 奥特佳 新泉股份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1.2 行业估值情况 

截至 2021 年 2 月 19 日，行业 TTM 市盈率为 32 倍，相对于沪深 300 的估值溢

价率为 91.01%，其中，乘用车板块为 41 倍、商用车板块为 27 倍、零部件板块

为 30 倍。近期汽车板块行情和估值均有所波动，主要是汽车产销快速复苏、电

动化智能化浪潮加速的同时，芯片供应紧张带来不确定性。 

图 4：行业及各板块估值（PE，TTM 整体法）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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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汽车行业月报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8 of 23 

 

2.汽车行业整体情况回顾 

2.1 销量分析 

1 月汽车销量 250.3 万辆，同比增长 29.5%，连续第 10 个月正增长，2021 年实

现开门红。乘用车方面，根据中汽协数据，1 月乘用车销量 204.5 万辆，同比增

长 26.8%，连续第 9 个月正增长，其中轿车、MPV 和 SUV 均实现了正增长；根

据乘联会数据，1 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销量增速为 25.7%，体现出乘用车销量的快

速回升趋势。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1）宏观经济形势稳定，政策上继续稳

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进一步加强，同时春节前促销活动也拉动

了销量，其中豪华车连续 10 个月正增长，1 月零售同比增长 44%，继续保持强

势增长，高端换购需求继续旺盛；2）新能源乘用车在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汽

车下乡等政策以及精准定位的新车型上市、各家车企发力等因素下，1 月零售同

比增长 281.4%；3）去年同期受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影响而基数低。我们认为，今

年政府要进一步增加号牌指标投放、逐步取消限购政策，并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

和以旧换新等政策，各大车企要积极推出新车型，预计 2021 年乘用车市场仍将

保持复苏态势，增速整体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考虑到基数因素），尤其是 2/3 月

份由于去年低基数将实现高速增长，不过环比预计将回落。 

表 2：汽车行业 1 月批发销量统计数据（万辆） 

  类型 当月销量 累计销量 当月环比增速 当月同比增速 累计同比增速 

汽车 250.3 250.3 -11.6% 29.5% 29.5% 

乘用车 204.5 204.5 -13.9% 26.8% 26.8% 

 轿车 97.4 97.4 -7.0% 31.6% 31.6% 

 MPV 8.2 8.2 -42.5% 8.6% 8.6% 

 SUV 97.1 97.1 -14.7% 25.2% 25.2% 

 交叉型 1.7 1.7 -63.7% -18.1% -18.1% 

商用车 45.8 45.8 0.5% 43.1% 43.1% 

 货车 42.2 42.2 7.2% 44.3% 44.3% 

 其中：重卡 18.3 18.3 67.4% 57.2% 57.2% 

 其中：半挂牵引车 8.5 8.5 66.0% 34.3% 34.3% 

 其中：货车非完整车辆 9.1 9.1 78.6% 94.2% 94.2% 

 客车 3.6 3.6 -41.8% 30.1% 30.1% 

 其中：客车非完整车辆 0.1 0.1 -43.4% -21.4% -21.4% 

资料来源：中汽协，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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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汽协汽车销量及走势（万辆）  图 6：乘联会狭义乘用车终端销量及走势（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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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重卡方面，1 月销量 18.3 万辆，环比增长 67.4%，同比增长 57.2%，连续第 10

个月刷新同期历史记录，销量数据超出预期，其中一汽解放销量高达 7.02 万辆，

东风、重汽、陕汽、福田均超万辆且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认为，1 月重卡销量

超预期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 7 月 1 日起所有重型柴油车将全部升级国六使得车

企加大了上半年国五车辆的铺货和销售力度，叠加国三及以下重卡淘汰以及治超

治限的持续。我们预计今年重卡销量增速也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预计今年重

卡销量在 110~120 万辆左右，龙头效应集中化趋势将延续。 

图 7：重卡销量及走势（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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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新能源汽车方面，1 月销量 17.9 万辆，同比增长 238.5%，连续第 7 个月正增长

并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我们认为主要原因在于：1）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继续挖

掘低端车型市场，根据乘联会数据，1 月 A00 级销量 6.0 万辆，份额达到到纯电

动的 42%；2）多方玩家持续发力，根据乘联会数据，1 月上汽通用五菱销量 3.85

万辆、比亚迪 2.03 万辆、特斯拉 1.55 万辆占据销量前三，上汽乘用车、长城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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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也均超万辆，分别为 1.44、1.03 万辆，同时造车新势力蔚来、小鹏、理想、合

众、威马、零跑销量同比表现优秀。我们认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将继续出台鼓励

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公共领域、农村市场将继续贡献增量；同时 2021 年各

大车企将有多款新车型上市，例如已上市的 Model Y、一汽-大众 ID.4 CROZZ、

上汽大众 ID.4 X，开启预售的蔚来 ET7，即将上市的比亚迪超级混动车型、领克

ZERO concept 等，新能源车型将更加丰富，性价比持续提升，新能源汽车的供

给将得到极大改善，市场接受度提高，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保持快速增长。 

表 3：新能源汽车 1 月销量统计（万辆） 

车型名称 当月销量 累计销量 环比增速 同比增速 累计同比增速 

新能源汽车 17.9 17.9 -27.8% 238.5% 238.5% 

新能源乘用车 17.2 17.2 -23.9% 259.1% 259.1% 

纯电动 14.3 14.3 -24.0% 319.8% 319.8% 

插电式混动 2.8 2.8 -23.4% 107.4% 107.4% 

新能源商用车 0.7 0.7 -67.1% 45.0% 45.0% 

纯电动 0.7 0.7 -67.3% 53.6% 53.6% 

插电式混动 0.02 0.02 -51.1% -37.8% -37.8% 

资料来源：中汽协，渤海证券 

 

图 8：新能源汽车销量走势（万辆）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各品牌销量和市场份额 

销量方面，1 月各车系均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法系增长最快，增速扩大

至 75.0%，不过其销量仅 0.7 万辆；自主品牌实现了 41.0%的增长，其中长城/

比亚迪/吉利 1 月分别同比增长 73.20%/68.44%/39.78%，长安自主（重庆长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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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长安）同比增长 95.22%；美系增速为 24.7%，其中长安福特销量 3.01 万辆，

同比增长 96.10%，上汽通用销量 13.01 万辆，同比小幅增长 3.68%；日系增速

为 21.6%，仍然是除一汽马自达和广汽三菱外各品牌实现正增长，其中长安马自

达 / 广 汽 丰 田 / 广 汽 本 田 / 东 风 日 产 1 月 销 量 增 速 分 别 为

33.8%/32.8%/24.2%/21.4%；德系实现了 15.4%的增长，其中一汽大众销量同比

上升 16.46%。 

市场份额方面，1 月自主品牌份额为 42.4%，环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同比上升

4.1 个百分点；日系的份额保持第二名，为 22.3%，环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同

比下降 1.0 个百分点；德系的份额为 22.0%，环比上升 2.7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2.3 个百分点；美系份额 8.9%，环比/同比分别下降 2.0/0.2 个百分点；韩系/法系

的份额分别为 3.0%/0.3%，处于边缘化。各品牌的表现符合预期，我们认为，在

汽车市场存量竞争下，品牌与格局将持续优化，中高端优质品牌表现将持续突出，

日系品牌表现仍将强于行业，福特销量在产品周期下凭借优质产品将继续向上，

优质自主品牌依靠爆款产品表现将持续向好。 

图 9：各系月度销量增速  图 10：各系月度销量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图 11：丰田/日产/本田合资公司的销量增速  图 12：马自达/三菱合资公司的销量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乘联会，公司公告，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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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上汽通用/长安福特/广菲克的销量增速  图 14：一汽-大众/上汽大众的销量增速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公司官网，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公司官网，渤海证券 

2.2 库存分析 

关于主机厂库存，1月末汽车厂商的汽车库存为89.9万辆，相比月初下降11.78%，

其中乘用车库存 47.2 万辆，相比月初下降 24.96%；关于经销商库存，1 月汽车

经销商库存系数为 1.53，略处于警戒线以上，同比小幅上升 2.0%，环比下降

15.0%。在行业景气度回暖的良好预期和节前促销等因素下，汽车销量快速增长，

而芯片供应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产，使得产量较销量低了十多万辆，带动

厂商库存的下降；而经销商在节前加大促销，加速了库存消化。 

图 15：汽车厂商库存（万辆）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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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经销商库存系数  图 17：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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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2.3 价格走势分析 

从数据上看，12 月整体乘用车价格为 15.28 万元，同比/环比上涨 8300/300 元， 

其中 C 级轿车价格同比和环比分别上涨 2.46/0.66 万元，继续维持高位；A0/B 级

轿车、MPV、SUV 价格均实现同比上涨、环比下降；整体价格环比上涨主要是宝

马 5 系、奥迪 A6 等 C 级轿车权重及终端成交价格提升，仍然是豪华车因素影响。

乘用车终端优惠 12 月同比/环比分别上升 1800/100 元，同比上涨幅度较大，环

比保持相对稳定。随着汽车消费刺激举措出台，预计乘用车终端优惠仍将处于较

高水平，乘用车市场整体价格将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图 18：乘用车整体市场均价（万元）  图 19：乘用车终端优惠额度（万元）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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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A0 级乘用车市场均价（万元）  图 21：A 级乘用车市场均价（万元）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渤海证券 

 

图 22：B 级乘用车市场均价（万元）  图 23：C 级乘用车市场均价（万元）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渤海证券 

 

图 24：MPV 市场均价（万元）  图 25：SUV 市场均价（万元）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乘联会，渤海证券 

2.4 成本分析 

1 月以来钢的价格小幅回落，铝价先下跌后回升，而铜价波动上涨；天然橡胶价

格有所波动但相对稳定，顺丁橡胶和丁苯橡胶价格均小幅上涨；原油价格继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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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整体看，主要原材料价格仍处于高位波动，汽车制造企业面临成本压力。目

前国内春节期间疫情控制得当、但海外疫情严峻，全球经济依旧面临较多不确定

性，尤其是芯片供应紧张会对汽车生产有一定影响，预计主要原材料价格或将继

续震荡。 

图 26：钢材价格走势  图 27：铝价格走势（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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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图 28：铜价格走势（元/吨）  图 29：天然橡胶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图 30：顺丁橡胶价格走势（元/吨）  图 31：丁苯橡胶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nd，渤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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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国际三地原油价格走势（美元/桶）  图 33：国内浮法玻璃价格走势（元/重量箱）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资料来源：Wind，渤海证券 

2.5 近期政策梳理 

中央政策的基调仍是扩大汽车消费和支持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地方政策重点布

局并支持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基础设施的推广与建设。1 月 6 日商务部等 12 部门

提出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增加号牌指标投放，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

2 月 9 日，商务部进一步提出优化汽车限购政策，有序取消行政性限制汽车购买

规定，各地不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同时，丰富汽车消费金融服务，积极协调

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个人消费信贷支持力度。2月9日，工信部还发布政策对 2020

年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和新能源汽车积分核算、抵偿的政策进行调整，

有利于保障积分市场平稳有序运行，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相关工作，促进我国汽

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表 4：2021 年 1 月以来中央层面发布的汽车政策 

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2021/1/5 商 务 部 等

12 部门 

《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

消费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

力若干措施的通知》 

《通知》提出五个方面工作任务，其中包括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具

体举措包括：释放汽车消费潜力，顺应消费升级需求，进一步增加号

牌指标投放，优先满足无车家庭需要。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

新，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农村居民购买 3.5 吨及以下货车、1.6 升及以

下排量乘用车，对居民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新车，给

予补贴。 

2021/1/11 工业和信息

化部、公安

部、交通运

输部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

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

行）》 

本次修订在道路测试基础上增加了对示范应用的要求，并明确了道路

测试、示范应用和测试区（场）的定义，适用范围进一步由限定道路

扩展到限定区域，并明确了高速公路可作为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的道

路。同时，将地级市纳入可具体制定实施细则并组织道路测试和示范

应用的省、市范畴。 

2021/2/9 
工业和信息

化部 

《关于 2020 年度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和新

能源汽车积分管理有关事

项的通知》 

在 2020 年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核算中，对标准配置怠速起停系

统、制动能量回收系统、换挡提醒装置的车型，其燃料消耗量可相应

减免一定额度。企业 2020 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负积分，可以使用

2021 年度产生的新能源汽车正积分进行抵偿。注册地在湖北省的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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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业，其在 2020 年度产生的平均燃料消耗量负积分和新能源汽车负

积分，减按 80%计算。 

2021/2/9 商务部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商务领域促进汽车消费工

作指引和部分地方经验做

法的通知》 

商务部梳理了当前商务领域促进汽车消费的主要工作任务和一些地方

好的经验做法，形成了《商务领域促进汽车消费工作指引》和《地方

促进汽车消费经验做法》。《指引》提出，优化汽车限购政策，已实施

汽车限购的地方，应统筹群众汽车消费需求和当地交通拥堵、污染治

理等因素，有序取消行政性限制汽车购买规定。各地不出台新的汽车

限购规定，稳定城市汽车消费。《指引》强调，丰富汽车消费金融服务。

积极协调金融机构加大对汽车个人消费信贷支持力度，适当下调首付

比例和贷款利率，延长还款期限。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渤海证券 

 

表 5：2021 年 1 月以来省级地方政府层面发布的汽车政策 

省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天津 2021/1/5 
《天津市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

的补充措施》 

为进一步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制定六项补充措施。一是新增小客车个人

增量指标。2021 年新增小客车个人增量指标配置额度 35000 个，全部

以摇号方式配置。二是放宽个人增量指标申请资格。三是设置企业投资

类其他指标。四是调整小客车更新指标有效期限。五是引导个人与单位

理性参与指标申请。六是提高使用区域指标登记小客车的通行便利。 

安徽 2021/1/11 
《安徽省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

略实施方案》 

到 2025 年，在关键技术突破、生态体系构建、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法

规体系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以突破智能汽车关键技术、构建智能汽车

产业生态、推动智能汽车测试示范、推动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智能汽车政策法规体系、统一智能汽车技术标准和安全管理体系为主要

任务，明确将在机制创新、政策引导、合作交流、氛围营造等方面推动

安徽省智能汽车创新发展。 

北京 2021/1/22 
《电动汽车充电站运营管理规

范》 

规范自 2021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该标准适用于电动汽车社会公用充电

站的运营管理。管理规范提出，电动汽车充电站应引导燃油车不得占用

充电专用泊位。其中，在人工辅助充电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内，工作人员

应对充电站内停车环境进行管理，避免燃油车占用充电车位影响正常充

电活动。而在“无人值守”的自助式充电电动汽车充电站内，则宜采用

智能化、充电停车一体化等新技术解决非充电车辆、完成充电车辆占用

充电车位的问题。 

吉林 2021/1/22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若干措施

的通知》 

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对购置挂车

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加大留学回国人员购买国产免税小汽车优惠政策

宣传力度；计划组织开展 10 场（次）自主品牌“汽车下乡”活动，搭建

起农村汽车消费平台；进一步深化公务用车改革；制定新能源充换电站、

加氢设施建设支持政策。 

云南 2021/1/29 
《关于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22 条措施的意见》 

《意见》明确要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实施培育发展新消费三年行动。落

实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购置补贴、停车优惠等政策，除不能满

足特定要求外，全省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增和更新的公务

用车原则上使用新能源汽车。2021 年新建各类充电桩不少于 20 万枪。 

上海 2021/2/10 《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 新政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新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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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实施办法》 明确个人用户名下没有使用本市专用牌照额度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的，

可以继续免费申领新能源专用牌照额度，但对插电混动车辆需满足在本

市有充电设施，且名下没有本市非营业性客车额度证明，没有用非营业

性客车额度登记的车辆（不含摩托车）。2023 年 1 月 1 日起，插电混动

车辆不再发放专用牌照额度。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渤海证券 

 

表 6：2021 年 1 月以来市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层面发布的汽车政策 

省市 时间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厦门 2021/1/4 
《厦门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办法》 

《厦门市网约车管理办法》从 2021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此次《厦门市

网约车管理办法》修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包括全面推广使

用纯电动车辆、进一步巩固“放管服”成果以及调整依据性法规及相

关部门职责。例如，《厦门市网约车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增和更新的

网约车必须采用纯电动车型，车辆轴距需不低于 2650 毫米。 

金华 2021/1/7 
《金华市加快氢能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在近期目标（2020～2025 年）方面，要建成加氢站 15 座以上，推进

公交车、物流车示范运营，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规模力争达到 1000 辆。

远期目标（2025～2030 年）方面，要建成制氢厂 2 家以上、加氢站

25 座以上，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行规模力争突破 3000 辆。 

深圳 2021/1/12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深圳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措

施》延期的通知》 

为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消费，将《深

圳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若干措施》的有

效期延长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贺州 2021/1/15 

《贺州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及配套运营服务财政补贴

办法实施细则》 

对充电设施建设和充电设施运营的补贴按成本（或费用）不超过 20%

进行补贴。直流充电桩建设补贴每个桩体补贴总额不超过 30150 元；

交流充电桩建设补贴每个桩体补贴总额不超过 1150 元；充电插座建设

补贴每个插座补贴总额不超过 500 元。充电桩运营补贴标准为 0.14 元

/千瓦•时，单台桩体补贴上限电量 2000 千瓦•时/（千瓦•年）；充电插座

补贴标准为 0.14 元/千瓦•时，单台桩体补贴上限电量 1000 千瓦•时/（千

瓦•年）。 

昆明 2021/1/26 
《昆明市 2021年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2021 年全市新建各类充电桩 7.8 万枪，并明确要求各县（市）区细化

工作方案，确保年内每个乡镇建成一座充电站，加速构建城乡一体化

建设，提升新能源汽车应用水平。按照“车桩相适、适度超前”原则，

昆明正加速完善全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 

驻马

店 
2021/1/26 

《驻马店市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从三个方面推动驻马店市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建设发展。

首先，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多方努力增加充电桩数量。其次，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助推充电基础设施行业发展。主要从财政奖补、项

目审批、土地保障、金融支持、电价优惠、配套电网建设等方面给予

支持，优化项目建设环境。最后，强化运营服务管理，提高群众便利

性和获得感。为充分调动物业服务企业和运营服务企业的积极性，省

级财政将根据各地居民区自用充电桩建设推广情况，分三个档次给予

一次性奖补：年度新增自用充电桩数量达到 5000 个及以上的，省财政

给予 100 万元奖补；年度新增自用充电桩数量达到 1 万个及以上的，

省财政给予 260 万元奖补；年度新增自用充电桩数量达到 2 万个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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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省财政给予 600 万元奖补。 

大连 2021/2/5 
《大连市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22 年，全市基本形成与电动汽车保有量相适应的充电设施体

系。加快新老住宅停车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公共停车场充电

基础设施配建，初步形成充电基础设施 2 公里覆盖圈。《方案》提出，

需落实大连市各类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建

设规划设计标准和要求。核发相关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必须严格

执行新建停车场配建充电设施的比例要求，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新建的大于 2 万平方米的商场、宾

馆、医院、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和社会公共停车场，

具有充电设施的停车位应不少于总停车位的 10%。 

广州 2021/2/5 
《广州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指出公用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应每周开展充电设施安全巡查工

作，周巡查记录至少保存一个年度周期，每月开展充电设施安全自查

工作，月度安全自查报告至少保存两个年度周期，以备各区和相关主

管部门检查。 

 2021/2/10 

《广州市新能源汽车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我市新能源汽

车综合性补贴政策延期的通知》 

为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经市新能源汽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现

将 2020 年我市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综合性补贴政策有效期延

长至 2021 年 12 月底 

资料来源：政府网站，渤海证券 

2.6 新车上市 

2021 年 1 月至今，共有 5 家厂商发布了 6 款新上市车型，其中纯电动汽车 1 款、

混合动力汽车 1 款、传统燃油车 4 款。1 月份以来发布的新车以 A 级车为主，但

价格相差较大，这体现了各大车企针对消费者的承受能力推出不同价格区间的车

型。4 月开幕的上海车展将有更多新车型上市，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 

表 7：2021 年 1 月至今上市或换代的新车型 

厂商 车型 上市日期 类型 级别 工程更改规模 价格(万元) 动力类型 

江淮汽车 蔚来 ET7 2021/1/9 NB C 级 全新 44.80-52.60 纯电动 

长城汽车 哈佛 初恋 2021/1/11 SUV A 级 全新 7.89-11.29 汽油 

一汽-大众 奥迪 A3L Limousine 2021/1/23 NB A 级 换代 20.31-24.32 汽油 

一汽-大众 奥迪 A3 Sportback 2021/1/23 HB A 级 换代 20.31-24.32 汽油 

奔驰汽车 奔驰 S 级（进口） 2021/1/29 NB D 级 换代 89.98-181.88 汽油+48V 轻混 

东风本田 CR-V 锐 混动 e+ 2021/2/2 SUV A 级 全新 27.38-29.98 汽油 

资料来源：乘联会，汽车之家，渤海证券 

3.投资策略 

汽车行业延续复苏态势，政府仍然坚定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还梳理汇编

了《地方促进汽车消费经验做法》，未出台政策的地方后续有望推出有效举措，从

消费升级和市场下沉（汽车下乡）两个维度将推动车市持续复苏。乘用车板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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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与格局将持续优化，推荐关注吉利、长城、长安等优质自主品牌以及日系德

系品牌产业链的表现，如上汽集团（600104）、长安汽车（000625）、广汽集团

（601238），以及优质零部件标的华域汽车（600741）、新坐标（603040）。 

新能源汽车方面，在国内外车企的推动下，今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将加快发展，预

计将有多款爆款车型推出，推动销量持续增长，沿着全球化供应链主线，我们看

好：1）国内进入并绑定特斯拉、大众等国际车企供应链的公司，如拓普集团

（601689）、旭升股份（603305）、三花智控（002050）、宁德时代（300750）、

岱美股份（603730）、华域汽车（600741）、富奥股份（000030）、银轮股份

（002126）；2）进入 LG 化学和宁德时代供应链的企业，如先导智能（300450）、

璞泰来（603659）、恩捷股份（002812）。此外，我们看好在激烈的竞争中不断

实现技术提升并脱颖而出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002594）、宇通客车（600066）。 

智能汽车方面，车企、高科技企业的合作增多并逐渐深入，智能纯电动汽车量产

加速，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快速推进，表明智能电动的趋势正在加速，整车电

子电气架构加速升级，今年智能汽车有望出现“爆款”量产车型，板块热度将持

续提升。我们持续看好汽车智能网联化趋势，建议关注德赛西威（002920）、星

宇股份（601799）、科博达（603786）、保隆科技（603197）、拓普集团（601689）。 

风险提示：政策推出低于预期；汽车产销回暖不及预期；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控

制不及预期；汽车芯片供应短缺风险；新能源汽车产销不及预期；原材料涨价及

汇率风险；中美经贸摩擦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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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评级说明 

项目名称 投资评级 评级说明 

公司评级标准 

买入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20% 

增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 10%~20%之间 

中性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减持 未来 6 个月内相对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行业评级标准 

看好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超过 10% 

中性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涨幅介于-10%-10%之间 

看淡 未来 12 个月内相对于沪深 300 指数跌幅超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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