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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访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过
程中，“商业模式创新”是被提及
最多的议题之一。

不少企业坦承，近几年国内
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火爆，最大的
动力就来自于国家和地方的财政
补贴，因此，围绕补贴额较高、补贴
指标较多的城市展开重点推广，成
为一种普遍现象。从换电站到合
资建厂、合资运营，从分时租赁到
共享汽车，各种“创新模式”可谓层
出不穷，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新
能源汽车特别是商用车、城市公交
的显著发展。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获悉，

在所谓的“创新”旗帜下，不少
汽车企业特别是传统企业，各类
合作推广的“自产自销”特色也
越来越明显。

一些行业内专家表示，和传
统汽车企业通常单纯“卖车”相
比，当前新能源汽车企业普遍处
于“经营汽车”状态，从融资到
销售、运营，对产品应用的介入
程度可谓前所未有，这既是一种
创新，也对产业监管提出了全新
的要求。对于行业的健康持续发
展而言，运营企业的诚信度特别
重要，需要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
关注。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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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 月到 11 月，这是
西部某省一家车企 2017年度
的“真正生产时间”。该公司
副总裁今年 1月向记者介绍，
去年前6个月，企业都在忙于

“搞公告”，去年 12月，企业
本来可以再完成 1000台新能
源物流车的生产与交付，“但
因为担心政策变化、技术标
准变化导致有可能拿不到补
贴，根本就没敢接单生产。”

“ 半 年 填 表 、半 年 生
产”——这是记者在广东、四
川、北京、湖北、安徽等多地采
访中，不少新能源汽车企业和
行业专家集中反映的突出问
题。反映到生产销售环节，就
是 2015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
车市场一直存在“前低后高”，
年底快速拉升的情况，这一点
在 2017 年尤为突出。所谓

“填表”“搞公告”，就是指多
部委联合制定的《关于免征
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的公
告》及与之相关的《免征车
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目录》，只有通过审核纳入目
录的新能源汽车车型，才能
享受免税待遇。多数企业反
映，由于公告和目录调整力
度较大、提前期较短，企业
通常需要花费数月才能完成
登记，结果就是“半年填
表、半年生产”情况突出，
产业发展失衡。

“现在是产业发展快，
但政策调整更快，企业不仅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上
公告’，成本投入更是惊人，
做一个车型公告，企业投入
就要达到300万元左右，10个
车型就是3000万元。”某新能
源汽车公司总经理说。他表
示，由于标准严格、条款严
密，即使改了保险杠这种细
微变动，都意味着需要重新
申报，而且必须在一到两个
月内完成，这和传统车长达
一年的申报期形成了鲜明对
比。“这导致了很多企业年初
不敢生产，下半年疯狂生
产，对行业发展和社会资源
都是很大的浪费。”

一些电池企业也反映，
由于扎堆申报，一些配套环
节如汽车电池强检等一度

“堵塞”。“全国有资质的检测
机构只有7家，大家都去抢着
检测，肯定会有赶不上公告
的企业，进而影响其生产和
销售时间。”

一些产业人士认为，“半
年生产”的背后，反映出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
策引导之手”仍需向更加精
准化、持续化的方向发力。

北京一家电动车公司董
事长称，为防止骗补、引导
企业和市场发展，政策的调
整是必要的，但预留期不
够，往往会给新能源汽车行
业带来较大的不可预测性，
甚至导致企业运营遭遇一定
困难。

政策引导需更精准和持续

“垫钱买车”——这是湖北
某市车主吴先生的购车经历。
2015年 12月从某经销商处购买一
辆比亚迪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后，他个人垫付的 3.15万元地方
补贴直到去年才落实到位。在此
之前，该经销商为加大销售量，
通常采取“垫钱卖车”方式，结
果垫付资金迅速超过60万元，“再
也不敢垫了。”

记者采访获悉，补贴发放时
间过长、资金挤占压力过大是国
内中小型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另一
个痛点。

中部某省经信委装备工业处
处长表示，随着退补政策的实施，
企业运营资金成本的风险还会进
一步加大，这在乘用车和分时租赁
领域会更加突出。“据我们测算，如
果按照 3万公里的核定标准，企业

需要等 2至 3年才能拿到补贴，资
金成本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一些受访企业反映，退补是
产业发展的方向，也是国内新能
源汽车企业优胜劣汰的必经之
路，但也应考虑产业承受能力，
避免产业升级进程从“拼技术”
变成“拼资本”。

四 川 某 车 企 副 总 经 理 说 ，
2017年，该企业完成 6000台新能
源乘用车产销，目前公司累计垫
资达到20亿元左右。“我们现在有
订单不敢接，这实际上是财政对
企业的欠账，但企业又不能拿去
融资。”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应该对
补贴政策进行更精细的调整、实
施，对技术好、运营好、诚信度
高的企业提前解放部分资金，促
使产业竞争走上良性的循环轨道。

摸索可持续发展之路

退补应考虑产业承受能力

新能源车企期待政待政策精准化持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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