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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政策发生变化 新能源汽车前景将会如何？

 7月26日，东风有限新中期事业计划发布仪式上，有记者问雷诺日产CEO卡洛斯�戈恩，为什么对中国的电动车前
景如此乐观？戈恩的回答非常直接，看好中国的政策和补贴。

 看起来，即使是日产这样在全球范围早已明确提出将电动车作为新能源车发展方向的企业，到了中国也非常在意政
府的政策导向、也要仰仗政府的支持。

 那么政府对新能源车的支持到底有多大？2009年2月出台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对每辆纯电动车的补贴达到6万元之巨。前不久，中汽协助理秘书长叶盛基表示，如果到2015年、也就是“十二
五”期末，国家针对汽车产业投入两万亿元，有关节能新能源汽车投入额至少在10%以上。这无疑是个很大的“诱惑
”。有业内人士认为，不少企业对新能源车尤其是电动车表现出的热情，很大程度是由于看到了国家对电动车巨额的
补贴，想要分一杯羹。

 但不少冷静的行业观察家指出，不排除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在选定电动车作为新能源车重点突破方向时，有“弯道超
车”的考虑：混合动力已经是日系企业的强项，从电动车出发，更有利于和世界水平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同时认
为，中国政府的新能源路径选择很可能迫使很多本不看好电动车的企业转而表示“支持”电动车。同时，一些跨国公
司出人意料的转向电动车反过来又坚定了国内决策者对电动车的信心。但这份信心的基础并不牢固。

 仔细观察，国际产业界对电动车的热捧来自三股势力，但他们对电动车的追捧似乎又不是一种完全“自发”的选择
。

 始作俑者是通用。2008年，深陷金融危机的通用迫切需要一个说服美国政府施以援手、并继续从资本市场获取资金
的理由。于是，有了时任通用CEO瓦格纳驾驶Volt电动车去华盛顿游说政府的一幕。但本就深陷金融风暴的资本市场
已经拿不出钱来填补通用的亏空，最终，瓦格纳黯然“下课”，通用宣告破产。对财务出身的瓦格纳来说，用Volt作
为筹码去换取救命的资金也许是个不错的点子，但这并不代表电动车就是通用“真实”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时至
今日，重新复活的通用对Volt的推进力度似乎已经不及两年前那么强烈。

 另一股力量是欧盟的碳排放政策。2007年初，欧盟颁布的汽车排放标准规定，到2012年，欧盟新车排放不得超过每
公里120克。这一苛刻标准，随即遭到大多数欧洲车企的强烈反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标准调整为新车平均排
放不超过130克，但多数专家认为，即使这样，通过改进传统内燃机也不能达到这一限值。于是，发展电动车来拉低
企业平均排放量成了共同的选择。尽管很多企业都被迫上马了新能源和电动车，但他们并不确信消费者会真的购买。

 第三股力量就是国内产业界“弯道超车”的思维。2009年，中国的电动车补贴政策出台之后，国内外的企业似乎都
嗅出了其中包含的巨大利益。多年来，中国政府对多个产业“不计成本”投入的惯例也使他们相信，跟着政策指挥棒
、“押宝”电动车是有前途的。随着一个个企业的加入，中国的电动车热不自觉地加温。尽管，中国在的电动车产业
在技术层面还存在众多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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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段时间，各个层面传出的消息显示，新能源发展的“风向”可能要变，决策者正在探讨之前选定的电动车这
一路径是否切合实际，相关的摸底已经在进行中。假如政策风向真的变了、甚至没有了补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格局
将发生怎样的剧变，这一切可能很快就会清晰起来。（吴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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