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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新能源汽车信息 
 2020年7期                                 总第113期 

【工作信息】  

2020年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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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928 762404 58954 18362 762404 

太原江铃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26710 34243 — -28815 35383 

山西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45689 64491  — -14924 64491  

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1490 1241 — -4072 1241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126346 119804 43277 17312 119804 

山西航天清华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109070 109560 40985 5246 105190 

中信机电制造公司 159788 132551 29055 17074 159614 

中信机电车桥有限责任公司 3219 3652 581 1398 3941 

山西中航锦恒科技有限公司 6875 6770 15 133 6386 

国营山西锻造厂 7690 7616 1538 179 7736 

太重榆液长治液压有限公司 4793 4996 50 384 4996 

山西汤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4839 24826 — 155 24840 

国营东华机械厂 1573 5349 236 -565 5345 

大同天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581 2703 300 -34 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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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利民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1605 1898 21 1 2380 

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2223 2397 — -143 2397 

中航美运兰田专用车有限公司 24679 22709 — 374 32085 

卓里克劳耐商用车厢制造有限公司 2000 1897 — -62 1897 

合   计 1288098 1309107 175012 12003 1342833 

2020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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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 20.4 

山西长治第一运输有限公司 1 22.41  —  — 

山西丰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6  520 — 1860 

山西新源煤化燃料有限公司 —  — — 251 

合     计 20    581.01 — 2131.4 

【产业信息】  

工信部等四部门将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 

7月 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货

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通装函〔2020〕180号），决定自 2020年 7月至

2021年 5月组织开展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工作，预防和遏制货车非法改装行为，保障道路运

输安全。 

根据通知，专项整治工作将通过集中排查、重点检查、突击抽查、专项治理等方式，强化危

险货物运输车辆、自卸货车、半挂车、轻型载货汽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等 5类重点货车生产改

装监管，严把车辆生产制造源头质量关，落实货运企业对车辆安全监管的主体责任，严厉打击“大

吨小标”、“百吨王”及倒卖合格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查处取缔一批严重违法违规生产企业、

维修企业、货运企业、检验机构和非法改装“黑窝点”，依法严肃追究相关违法违规企业和人员

法律责任，健全和完善货车生产改装监管机制，为实现到 2022年基本消除货车非法改装、“大

吨小标”等违法违规问题打下良好基础，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来源:工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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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修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的决定 

   为更好适应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需要，工业和信息化部决定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

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39号）作如下修改： 

  一、删除第五条第（三）项中的“设计开发能力”。 

  二、将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

区域内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生产情况、监测平台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有《准入审查要求》所列要求发生重大变化、生产管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产品不符合安全

技术标准，以及违法行为等的，应当及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报告。” 

  三、将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的“12个月”修改为“24个月”。 

  四、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擅自生产、销售未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告》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

定予以处罚。” 

  五、删除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六、对《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附件中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审

查要求》《企业集团下属企业的准入审查要求》《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准入申请书》《新能源汽

车产品主要技术参数表》《新能源汽车年度报告》予以修改。 

本决定自 2020 年 9月 1 日起施行。《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来源:工信部网站）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商务部令 2020 年第 2 号 

   《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已经本届商务部第 25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同意，现予公

布，自 2020年 9月 1日起施行。                                    （来源: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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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甲醇汽车产业发展和全省域推广应用 

8 月 7 日，山西省长林武主持召开省政府第 77 次常务会议，研究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

革、全面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甲醇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行政复议行政应诉、禁止

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烟花爆竹、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等工作。 

会议指出，要按照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安全可控的原则，加快推进甲醇汽车产业发展和全

省域推广应用。完善甲醇汽车制造体系，调整优化产业规划，加快关键技术创新攻关，健全产业

标准体系，增强产业链配套能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力。推进甲醇燃料输配体系建设，科学布局建设

加注站。加大甲醇乘用车在公务、公共服务等领域推广力度，支持城市公共交通、城乡间短途客

运开展甲醇商用车示范运营，促进甲醇汽车在全省域推广应用。          (来源:省政府网站） 

省工信厅与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举行工作会谈 

并实地考察山西氢能及氢燃料电池产业 

8月 5日下午，省工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朱鹏与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伊

藤通规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氢能及氢燃料电池领域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朱鹏指出，当前山西全省上下正在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山西焦炉

煤气制氢资源和成本优势明显，正加速布局包括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着力构

建全产业链体系，希望能与丰田公司在技术和运营模式引进、产业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省工信厅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将积极帮助省内企业牵线搭桥，为丰田公司在山西发展创造更好的

环境。伊藤通规一行简要介绍了丰田公司氢能社会理念，以及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情况，并就与

山西合作发展氢能物流重卡进行了详细介绍。                   

8 月 5 日至 6 日，省工信厅有关处室负责同志还与伊藤通规一行，赴国新能源、潞安集团、

潞宝集团、海德利森等企业，就氢能及氢燃料电池产业合作进行了实地考察交流。                  

(来源:山西省工信厅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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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自主研发生产的氢燃料电池客车下线 

山西德志时代新能源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氢能源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达到

320 公里。企业立足山西焦炉煤气制氢资源和成本优势明显的特点，建起了总建筑面积达到 22

万平方米的新能源客车、专用车生产基地。在多年技术研发积累的基础上，企业已拥有“高效率

小体积氢燃料电池发动机、电堆管道排布系统、燃料电池端板、氢燃料电池汽车排放优化装置”

等近百项燃料电池领域核心专利技术。 

7 月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况 

    2020 年 7 月，随着我国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经济运行总

体复苏态势继续向好，特别是在各项促消费政策的带动下，市场主体加快复商复市步伐，居民外

出消费有序增加，市场活力逐步提升，市场销售持续改善。在此背景下，汽车产销延续了二季度

以来的回暖势头，保持了良好的运行态势。 

从产销量同比看，7月汽车产销继续呈现两位数增长。其中商用车在货车的强劲拉动下，对

整体汽车市场的增长贡献依然非常明显；货车中四类车型仍然增长强劲，其中重型货车单月销量

同比增速超过 80%。乘用车当月同比继续保持增长，增幅也有所提高。 

从行业发展态势看，虽然本月产销增长势头良好，但企业、终端库存增长明显，因此企业应

重视库存变化，避免库存过高而加重企业负担。我们也注意到，国家出台的一系列促进消费政策

正逐步发挥作用，对汽车市场发展长期利好；上半年各地实施的促进消费政策陆续进入尾声，为

对冲疫情影响，还会陆续再出台相关政策，但直接促进汽车消费的力度可能会减弱，政策的节奏

也会放缓，我们希望各地政府出台更多的、受益范围更大、更加稳定的政策，并确保尽快落地。

因此，行业企业应密切关注国内市场的变化，以及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出台实施情况，及时调整好

生产经营节奏，稳步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