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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新能源汽车信息  
2020年12期                                  总第118期

【工作信息】  

   2020年1-12月山西汽车工业主要生产企业指标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单位 

工业总 

产值 

工业销售
产值 

工业增加
值 

利润 

总额 

主营业务
收入 

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218170 1293294 97454 21783 1293294 

太原江铃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29398 48131 — -9146 48742 

山西新能源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408096  — 1946 237380 

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3646 3324 — 22208 3324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256446 241959 78908 32245 241959 

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273434 274089 92723 14942 265301 

中信机电制造公司 250894 249054 48225 25872 262107 

中信机电车桥有限责任公司 5340 5591 964 -12018 7436 

山西中航锦恒科技有限公司 15219 15219 102 606 13150 

国营山西锻造厂 13152 12902 2630 -3408 13124 

太重榆液长治液压有限公司 7894 8365 300 582 8365 

山西汤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42460 41592 — -87 41606 

国营东华机械厂 8189 11101 1228 -501 11101 

大同天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5120 5006 532 -96 5120 

山西利民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2705 2939 350 70 2933 

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5954 6238 — 203 6238 

中航兰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44807 45456 914 -1241 57706 

卓里克劳耐商用车厢制造有限公司 3400 3000 — -40 3000 

合   计 2265885 2346917 324330 93920 252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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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主要企业甲醇燃料销售情况表 

单  位 加注站/个 
车用甲醇 

燃料/吨 

在用车改造

数量/辆 
炉灶油/吨 

山西佳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3 26.38 17 776.63 

山西长治第一运输有限公司 1 54.13 — — 

山西丰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6 580 — 960 

山西新源煤化燃料有限公司 — — — 432 

合     计 20 660.51 17 2168.63 

2020年山西省整车企业产销量情况表 

单位 产量/辆 销量/辆 

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37790 38036 

山西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2744 22744 

江铃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946 1654 

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411 1043 

合计 62891 63477 

2020年1-12月主要企业甲醇燃料销售情况表 

单  位 加注站/个 
车用甲醇 

燃料/吨 

在用车改造

数量/辆 
炉灶油/吨 

山西佳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3 353 46 1278 

山西长治第一运输有限公司 1 297.93 — — 

山西丰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6 5736 50 17400 

山西新源煤化燃料有限公司 — — — 3566 

合     计 20 6386.93 96 22244 

【政策措施】  

关于《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

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的解读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了《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

部 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建〔2020〕5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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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通知》），现解读如下：  

  一、关于 2021 年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标准  

  按照财建〔2020〕86 号文件规定，2021 年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标准在 2020 年基础上退坡

20%；为加快公共交通等领域汽车电动化，城市公交、道路客运、出租（含网约车）、环卫、城

市物流配送、邮政快递、民航机场以及党政机关公务领域符合要求的新能源汽车，2021 年补贴

标准在 2020 年基础上退坡 10%。按此，《通知》明确了不同类型、不同领域车辆产品的补贴标

准，为补贴政策精准执行提供依据。考虑到有关退坡比例已通过财建〔2020〕86 号文件提前发

布，上述标准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二、关于 2021 年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对产品技术指标门槛要求  

  近年来，在补贴政策扶优扶强导向推动下，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水平明显进步、产品实用性

大幅提升。为稳定企业研发生产预期，支持行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按照保持技术指标总体稳定

要求，2021 年购置补贴政策维持动力电池系统能量密度、续驶里程、能耗等技术指标门槛不变。  

考虑 2021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将采用新的试验方法标准，对部分车辆产品的技术指标值将造

成影响，为保障新老标准平稳过渡衔接，《通知》提出，对按照新试验方法进行检测的插电式混

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产品，按同等技术难度，合理规定续驶里程、能耗等技术指标门槛值要

求。其他新能源汽车在新试验方法标准下的技术指标门槛，适用财建〔2020〕86 号文件规定。  

（ 来源：财政部经济建设司） 

2020 年全国汽车产销量信息 

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2020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2522.5 万辆和 2531.1 万辆，

同比下降 2%和 1.9%，与上年相比，分别收窄 5.5个百分点和 6.3个百分点。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2020 年我国商用车产销量分别达 523.1 万辆和 513.3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0%和 18.7%。与上年相比，客车产销辆呈小幅下降，货车呈较快增长；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 136.6 万辆和 136.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5%和 10.9%，其中，纯电动汽车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表现均好于上年。 

2020 年重卡销 162 万辆！  

在多重利好因素的刺激下，2020 年重卡市场总销量最终定格在 162.3 万辆，刷新了全球重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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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量纪录，比 2019 年（117.4 万辆）上涨 38%，净增长近 45 万辆。这是全球重卡发展史上的

里程碑事件，预计中国的重卡年销量将占到全球重卡行业销量的 7 成左右。 

2020 年重卡市场超预期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有五方面。一是国三柴油货车大量集中提前淘

汰和更新；二是中短途及支线治超趋于常态化，推动用户换购、增购合规重卡和标载重卡；三是

“内循环经济”逐步启动，基建工程项目开工季后移，工程车需求持续走高；四是按轴收费等新

政引发的重卡销量结构性变化与增长；五是一些阶段性的利好因素，如 2020 年 5 月 8 日之前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等政策，刺激了重卡市场新车购买需求的集中释放。 

公安部：2020 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328 万辆  

新能源汽车达 492 万辆 

公安部统计，2020 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72 亿辆，其中汽车 2.8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

4.56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4.18 亿人。2020 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328 万辆，新领证驾驶人

2231 万人。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492 万辆。截至 2020 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492 万辆，占汽

车总量的 1.75%，比 2019 年增加 111 万辆，增长 29.18%。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400 万辆，

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1.32%。新能源汽车增量连续三年超过 100 万辆，呈持续高速增长趋势。 

（来源：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甲醇汽车产业发展目标“敲定” 除免收停车费外还有这些优势 

我省将强化甲醇汽车产业合理布局，拓展“煤—焦—气—醇—机”产业链条，提升甲醇汽车

产业化和市场化应用水平。 

到 2021 年底，全省形成年产 15 万辆甲醇汽车的产能，在太原、晋中、长治、运城等重点城

市的出租车、网约车等领域推广 M100 甲醇汽车 5000 辆，建成甲醇加注站 100 座以上。力争到

2022 年底，全省范围内开展 3—5 个（条）甲醇汽车示范运营项目（线路），推广应用 M100 甲

醇汽车超过 2 万辆，建成甲醇加注站 200 座以上。 

省工信厅、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等 12 个部门联合出台的《加快推进甲醇汽车产业发展和全

省域推广应用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加快甲醇汽车制造体系建设，以甲醇燃料生产及甲醇汽

车推广应用为主要方向，重点在太原、晋中、长治、运城规划布局全省甲醇汽车生产基地，在大

javascript:void(0);


 

 5 

同、晋城、长治、临汾、吕梁建设车用甲醇燃料生产基地。 

    全省域推广应用的甲醇汽车必须列入国家《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严禁甲醇

汽车改装为其他燃料汽车，严禁其他燃料汽车改装为甲醇汽车。依托现有发动机企业技术优势，

生产系列甲醇发动机产品，重点是大马力甲醇发动机和甲醇氢燃料电池模块的产业化；立足整车

生产，围绕甲醇燃料供应和专用润滑油、耐醇材料等关键领域，积极引进和培育甲醇汽车关键零

部件制造企业，切实发挥产业集聚效应，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竞争力。 

突出资源综合利用，鼓励采用多联产工艺及先进煤气化技术，使用高硫劣质煤和焦炉煤气为

原料生产甲醇。以适度提前建设为原则，结合我省煤化工、焦化产业发展规划，充分利用省内现

有和拟建的甲醇储存、燃料调配基础设施，建设以太原、晋中、长治、大同、晋城、运城为中心

向周边地市辐射的甲醇燃料输配体系。依托现有加油站点的规划布局，鼓励现有加油站通过改造

增加车用甲醇燃料加注功能。 

将甲醇汽车产品纳入我省公务用车协议采购范围，鼓励优先采购；在党政机关、国有企业、

公共服务领域新增或更新的车辆中，适度提高甲醇汽车比例；鼓励在出租、城管、网约、驾培等

领域使用甲醇乘用车。 

发挥产业基金引导效应，积极引导、带动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甲醇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

应用。《实施方案》明确对省内企业取得国家《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并实现终端

销售的甲醇汽车，参考甲醇汽车营销补助标准，省级财政给予一次性购置补贴，补贴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2 月 31 日。 

对现有加油站通过技术改造增加甲醇燃料加注功能的项目和重点领域有一定规模的甲醇汽

车示范运营项目给予技改支持。 

对省内甲醇汽车生产企业新开发车辆产品并获得工信部《公告》、年度生产销售量达到一定

标准的，给予一次性新产品开发奖励。 

鼓励对甲醇汽车实施差异化交通管理，探索赋予甲醇汽车跟电动汽车一样的路权，由政府投

资或利用国有资源设立的公共停车场、占用市政道路在市政道路两旁设立的停车场免收停车费。                  

（来源：山西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