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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车企“卷”向混动领域
在插混技术领域，比亚迪由于布局较

早，具备较强实力。据了解，自2008年起，
比亚迪就开始布局插混技术，2008年12月
搭载第一代DM技术的F3DM量产，采用
双电机串并联架构；2013年和2018年第
二代和第三代DM技术分别推出；2021年
比亚迪研发出第四代混动技术DM-i，搭
载秦PLUS、宋PLUS和唐等车型。

目前，比亚迪的插混技术已发展至第
五代，百公里油耗从最初的10.7L逐步递减
到最新的2.9L，插混车型销量也从2020年
的4.8万辆增长至2023年的143万辆。今
年前4月，比亚迪插混车型销售了50.19万
辆，同比增长29.22%。

“世界最先进的插混技术都在中国，全
球插混已经进入中国时代。”在今年5月28
日举行的第五代DM技术发布会上，比亚
迪总裁王传福表示，2023年，中国插混车
型销量同比增长85%，市场规模即将超万
亿，已成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热门赛道。

除了比亚迪，近年来，吉利、长城等国
产自主品牌也都加大了插混赛道的布局。
比如奇瑞汽车去年正式发布全新混动产品
序列“风云”以及第三代鲲鹏超能混动C-
DM系统，计划两年内推出11款车型；长安
启源完成“可插混可增程”数智AI电驱从
1.0到 2.0的进化；上汽荣威发布了DMH
技术品牌；长城汽车打造Hi4-T将混动与
四驱技术绑定……目前来看，国产品牌在
混动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竞争格局。

在国产品牌争相入局插混的当下，“卷
配置”“卷价格”已成为混动市场的真实
写照。除了比亚迪第五代 DM 技术综
合续航里程超过 2000 公里外，5 月 24
日，东风风神旗下首款插电混动车型——
东风风神L7正式上市，将续航超2000公
里混动SUV售价直接杀入12万元区间；
前段时间，奇瑞风云A8远航版开始了挑战
一箱油2000公里的测试，最终达成续航
1935公里。

黄河科技学院客座教授张翔表示，从
消费端来看，插混汽车凭借燃油经济性高、
无续航焦虑等优势，赢得很多消费者的青
睐。从企业端来看，近年来，随着国家对车

辆能耗限值准入标准不断严格，传统车
企如果只生产内燃机车型，无法满
足国家环保要求，进而通过研发混

动车型满足环保要求。“插混车
型与纯电车型均属于新能源

汽车行列，插混可以上绿色牌照，在政策上
同样能得到利好支持。”

混动车型销量增速超纯电
插混车型销量增速已远超纯电车型销

量增速。据中汽协数据，2023年全年，中
国车企插电式混动汽车累计销售280.4万
辆，同比增长84.7%。纯电动汽车同期销
量虽然达到 668.5 万辆，但增速回落至
24.6%。2024年，插混车型销量依旧保持
强劲的增长势头，前4个月，纯电动车型销
量为182.4万辆，同比增长12.8%；插混车
型销量为111.5万辆，同比增长84.5%。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巨头对混动车觊
觎已久，以大众、奔驰、宝马为代表的德系，
以丰田、本田为代表的日系，以福特、通用
为代表的美系，近年均加大了对混动技术
的研发，其中，丰田是油电混动（简称“油电
混”）领域的霸主。不过，随着插电混动近
两年的兴起，国际大厂也相继调整了战略，
逐步向插电混动领域倾斜。比如在今年5
月，大众汽车就宣布将扩大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型的产品阵容，福特汽车于今年4月
开始调整其全电动化推进计划。

张翔认为，“插混汽车既有燃油发动
机，同时电池容量也比较小，国际传统车企
在动力电池方面的研发投入会低很多，因
此生产插混汽车可以作为国际传统车企进
军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个重要跳板。”

中欧协会智能网联汽车秘书长林示
表示，混动车型销量增速超过纯电车，这
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毕竟纯电的续航
焦虑和补能焦虑是最明显的短板，而混动
续航更长，且不依赖于充电桩。“目前来
看，如果电池技术、充电电池技术没有根
本性的突破，插混车的市场份额会很快超
越纯电动车。”

“插混”正在蚕食“油电混”
随着国产插混车型的迅速崛起，日系

油电混神话被打破，油电混车型的市场份
额正在被插混车型一步步蚕食。

汽车分析师钟师表示，插混属于新能
源范畴，油电混属于燃油车领域，诞生于
两个轨道的产物有差异性，插混有充电系
统，但油电混不需要依赖任何与充电相关
基础设施，能达到很好的节油效果，但是
以丰田为代表的油电混动拥有较高的技
术壁垒，其他车企较难从技术上攀越丰田
等的混动技术天花板，只要燃油车存在一
天，油电混动就仍有极高的市场价值，这也

造成国内车企尝试绕道日系车的壁垒，
从插电混动发力，并实现了较好

的技术积累。
在中国新能源车的冲击以及价格战的

影响下，目前有多款日系车型出现大幅降
价，其中就包括混动车型。以曾经的加价
神车广汽丰田汉兰达为例，5月31日，广汽
丰田官方宣布，新款汉兰达混动版车型售
价为24.98万元~32.58万元，共8款配置，
全系降4.3万元。从销量来看，汉兰达从去
年月销 8000 台左右已经下降至目前的
5000台左右。此外，RAV4荣放、凯美瑞
等爆款车型的混动车型也都有不同程度的
降价。

尽管中国市场承压，丰田2023年仍交
出一份不错的业绩答卷。5月8日，丰田汽
车发布2024财年业绩显示，该财年丰田的
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分别达到创纪录的45.1
万亿日元（约合2万亿元人民币）、4.9万亿
日元（约合23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速分
别为21.4%和101.7%。

随着中国插混技术的强势崛起，油电
混霸主丰田也开始着手在插混领域布局。
近日，丰田正式宣布，将开发用于插电式混
合动力车（PHV）的小型发动机。

“插混”技术有待提高
虽然有越来越多企业在插混领域布

局，但与油电混技术相比，插混技术也并非
没有缺点，其在稳定性上仍有所欠缺，比如
动力失速的现象就一直饱受消费者诟病。
有部分业内人士认为，插混车型只是新能
源汽车发展过渡时期的特殊产品，是一种
过渡性技术或产品。

成都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广应用促进会
秘书长范永军表示，如果插混是过渡性技
术，那什么又是终极技术呢？“纯电动汽车
从全生命周期来看并不是完全清洁的，氢
燃料电池汽车因为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多
年内仍无望大面积落地应用。因而，并不
存在‘过渡性技术或产品’一说，只要能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就是成熟技术。”

“插电式混动更适应中国市场，其在国
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还不明显。”在钟师看
来，日系车企因为考虑到全球市场的均衡性，
他们一直强调内燃机的效率优化，而全球其
他主要市场又都是以燃油车为主导。日系车
的混动技术让燃油经济性有大幅提高，在一
些充电基础设施较差或者电费较高的国家，
油电混动仍是长期占技术优势的存在。

林示认为，插混抢的主要还是纯油车
和增程式的市场，插混跟油电混并没有优
劣之分，只是谁更适合哪个市场。在中国
市场，插混动力可能更适合，因为中国电价
便宜油价较贵。而在欧美市场，油电混可
能更适合，因为欧美市场电价较贵，充电基
础设施也没有国内完善。

抢占万亿蓝海市场制高点

车企“混”战
相关

换电“圈地”开启
车企野心显现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正
推动换电市场进入前所未有的繁
荣时期。一度因换电模式的重
资产特点不被业界看好的蔚来，
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众多车企追
捧的对象。不仅长安、江淮、一
汽、广汽等车企巨头竞相与蔚来
结盟，政府背景的投资亦被吸引
而来。

虽然换电模式的盈利能力还
未被完全验证，但机构预测该市
场潜力巨大。开源证券此前预
计，到2025年我国换电产业链市
场规模有望达到1334亿元。其中
换电站设备、动力电池、运营环节
市场规模分别为164.4亿元、255.5
亿元、914.1亿元。

汽车行业资深分析师梅松林
指出：“现在相对于混合动力车
型，纯电动车增速明显放缓，补能
的便利性、补能的时长这两个痛
点阻碍纯电动车进一步冲高。在
固态电池和充电技术未取得突破
前，换电成为当前解决充电时长
的可行方案，因此吸引了众多车
企的加入。”

换电模式面临的挑战不容忽
视。梅松林指出，首先是换电前
期需要巨大的投资，在接入客户
不 够 多 的 情 况 下 盈 利 非 常 困
难。其次，尽管换电解决了补能
速度的问题，但并未根本改善补
能便利性，因换电站数量远少于
充电桩，其普及受限于特定场景
和区域。

据证券市场周刊、中国经营
网、经济观察报

因燃油经济性高、补能方便续航长、行驶性能优越
等特点，近年来，混动汽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
睐，混动技术也因车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进步飞快。
目前来看，国内的比亚迪、吉利、长安、长城、东风、奇瑞
等多个车企均推出了混动车型，尤其是在插电式混动
领域，中国品牌的插混车型已超过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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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瑞风云A8远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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