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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吉工信办联〔2018〕20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梅河口市、公主岭市

人民政府：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积极应对全球汽车产业竞

争格局，发挥中国一汽引领作用，加快推动我省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特制定

《关于加快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经省政府同意，现将《指导意见》印发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

实。 

  附件：关于加快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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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关于加快推动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的
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积极应对全球汽车产业竞

争格局，提升吉林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地位和实力，推动我省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和推广应用，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导意

见。 

  一、加强产业创新研发 

  （一）支持中国一汽加快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发展。支持中国一汽加快
A00 小型车、FME 中级车、C高级车三大自主品牌平台开发，推进新红旗品牌战

略实施，实现红旗、奔腾、森雅等自主品牌纯电动乘用车产业化，力争 2020 年

达到 10 万辆产销目标。 

  （二）加快推动一汽大众合资品牌汽车产业化。支持一汽大众加快扩大奥

迪 A6L 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源汽车产能，加快混合动力迈腾、纯电动奥迪 SUV

（C-BEV）车型导入和生产线技术改造，尽快实现批量化生产，力争 2020 年实
现产销 10万辆。 

  （三）推进氢能源汽车研发示范。支持一汽客车开发氢燃料电池客车，尽

快实现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支持中国一汽开展红旗氢燃料电池轿车研
发，加快产业化进程。全力构建氢能源汽车产业生态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步

推进太阳能电池汽车研发。 

  （四）加快动力电池产业化。支持 CATL 动力电池落户长春，推动中盈志合

等企业提升动力电池技术水平和低温性能。支持吉林中聚扩大锂离子电池生产

能力，辽源鸿图锂电隔膜增加品种和规模。到 2020 年，力争形成 1-2家年产 5

亿瓦时以上能力电池生产企业。 

  （五）开展动力电池正极材料研发。支持长春应化所、东北师大开展锂离

子正极材料，全固态和锂空气电池等高性能动力电池研发。推进吉林大地化工

与比亚迪合作研发电池材料。支持中国一汽联合电池企业制订高寒地区动力电

池技术标准。 

  （六）开展燃料电池研发攻关。支持省内相关单位与武汉众宇等省外企业

开展氢燃料电池技术合作，加快电堆、系统、关键材料及核心部件研发。支持

长春应化所等开展非铂基催化剂、低成本制氢技术研究。支持中国一汽开展氢

燃料电池试验验证。 

  （七）加快驱动电机研发与产业化。支持一汽新能源研发院、吉林众联、

富奥股份、辽源汇丰电机及吉林华微电子等企业协同开展乘用车及客车用高性

能驱动电机和 IGBT 控制模块研发，尽快实现省内自主配套。 



  （八）加快整车电控系统研发与产业化。支持中国一汽、长春新能源等整

车企业联合启明信息、富奥股份、吉林大学等单位开展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

合动力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提高电控系统自主研发能力。 

  （九）提升综合研发试验检测能力。支持中国一汽、吉林大学利用现有国

家重点实验室，整合优势资源，加强关键技术的协同攻关，提升新能源整车系
统匹配与集成、性能验证与标定等综合实验检测评价能力。支持启明公司提升

新能源汽车关键部件及动力电池安全检测能力。 

  二、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十）推动红旗绿色智能小镇项目建设。支持中国一汽与长春市共同投资

建设集红旗品牌新能源汽车研发、定制化生产、驾乘体验、共享出行、旅游观

光等功能于一体的红旗绿色智能小镇项目，实现汽车产业生态和城市生态的高

度融合。 

  （十一）推动奥迪 Q工厂新能源整车基地项目建设。推动“一汽、奥迪十
年商业计划”落实，积极推动奥迪全新开发的 PPG 纯电动车平台引进，全力争

取一汽大众奥迪 Q 工厂二期新能源整车生产基地项目落地。 

  （十二）推动一汽自主品牌整车项目建设。支持中国一汽自主品牌新能源
汽车批量生产。加快红旗 H7、H3 纯电动轿车技术改造项目建设，力争 2018 年

竣工投产。支持一汽吉林森雅 R7 纯电动 SUV 生产线改造，力争 2018 年批量生

产。 

  （十三）推动长春新能源汽车产业园项目建设。加快推动长春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达到国家新能源商用车生产及产品准入条件要求，争取

2019 年底竣工投产，实现轻量化全铝车身纯电动客车批量化生产。 

  （十四）推动一汽新能源客车生产基地建设。积极协调省内外优质资源，

通过参股、控股等多种方式，参与一汽客车混合所有制改革，投资建设新能源

客车生产基地，尽快实现新能源纯电动客车批量化生产。 

  （十五）谋划建设吉林通田新能源整车项目。引入省内外投资基金和技术

团队，按照工信部生产及产品准入条件要求，盘活吉林通田乘用车资质，开展

新能源整车项目建设，尽快实现批量化生产，实现与中国一汽新能源整车产品

的差异化发展。 

  三、创新推广应用模式 

  （十六）推动公务用车新能源化。省内各级政府机关和财政拨款事业单位

当年新增和更新公务用车，在确保工作需要的前提下，在配套设施完善的地区

和工作需求与新能源汽车适配的单位，推广使用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做到符

合配备条件的 100%配备。 



  （十七）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推广应用。2018-2019 年全省新增和更新城市

公交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所占比例分别达到 30%和 35%以上。加快新能源汽车在短

途客运、旅游、机场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新增及更新出租车（含网约车）鼓励

采用新能源汽车。 

  （十八）开展服务型制造示范。支持中国一汽、长春新能源等企业依据客
户多元需求，开展新能源汽车定制化服务。支持中国一汽等整车企业与特来

电、CATL 等企业加强合作，开展充电站（桩）建设及运营维护、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 

  （十九）推广新能源汽车移动出行。支持中国一汽搭建覆盖全国的新能源

网约车服务平台，开展红旗品牌公务/商务专车、公务舱等推广模式。支持中国

一汽联合国内外知名出行服务商开展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汽车共享等移动出

行业务。 

  （二十）打造服务特殊群体商业模式。支持中国一汽针对应届大学生创业

者、残疾人、退休人员及其他特殊消费群体优先开展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定制化

营销，采取新能源汽车个性化定制模式，享受终身质保、免费车联网等服务。 

  （二十一）加大细分市场推广应用。借鉴膳良壹品新能源冷链物流配送平

台模式，推动一汽吉林、一汽客车等企业依据流动超市、冷链物流、短途快

递、城市环卫、园林维护等细分市场需求，加快开发专业化、定制化产品，引

导新能源汽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加快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二十二）加强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配电网建

设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和配电网专项规划。各城市中心城区 2018 年底前完成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布局。电网企业做好配套电网接入服务，为充电基础设施接

入电网提供便利。 

  （二十三）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国家电网、特来电等企业及社会

资本积极参与城市公共充电站、城际快充、高速公路服务站等公共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借助首钢基金智能立体停车场项目建设，开展集餐饮、汽车保养等一

体化综合服务业态建设。 

  （二十四）设立新能源汽车专属停车位。学校、医院、车站、机场等“停

车难”场所的公共停车场及路边停车位预留新能源汽车专属车位比例不低于

10%，并允许充电设施建设企业为其配建充电桩，为新能源汽车停放及充电提供

便利。 

  （二十五）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启明公司建立覆盖全省范围的新

能源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及智能化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利用物联网、车联

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模式，拓展商业服务
范围，提高新能源汽车运营服务水平。 



  五、构建产业生态体系 

  （二十六）推动轻量化技术产品应用。支持中国一汽、省高性能纤维制造

业创新中心、吉林通用机械、一汽富晟研究院等开展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协

同创新，加快铝镁合金、热成型高强钢、玄武岩纤维、碳纤维等轻质车身及底

盘部件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积极构建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制造业创新体系。 

  （二十七）加快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技术融合发展。支持中国一汽、长

春光机所、吉林大学、科大讯飞、博立电子等单位联合开展传感器、车载终

端、协同控制系统等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加快启明公司智能网联汽车
应用（北方）示范区建设，推动新能源汽车与互联网、物联网、智能交通网络

的互联互通。 

  （二十八）加快智能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集智能化互联网、5G网、

北斗定位导航等于一体的智能化网络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推动多行业共建智能

网联汽车大数据交互平台，为中国一汽智能网联汽车“321”工程提供保障。支

持“吉林一号”卫星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商业化开发应用，提升大数据服务能

力。 

  （二十九）推动产教融合发展。依托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等产教融

合平台，加强与新能源相关企业合作，共同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方案，完善相

关专业课程，采用订单及现代学徒制等培养模式，培养一批掌握新能源整车及

关键核心部件制造、试验检测、维修服务等相关技能的现代产业工人。 

  六、完善政策保障措施 

  （三十）加大产业资金支持力度。统筹省重点产业资金，重点支持全省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引导产业链合理布局。重点支持新能源整车及核心部件研

发与产业化，轻量化及智能化技术研发与应用，支持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引进

与合资合作。 

  （三十一）加强产业基金引导作用。省政府、长春市政府、吉林市政府、

中国一汽共同出资，并吸纳社会资本，设立红旗智能网联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基金，支持中国一汽及省内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以及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和商业化运营。 

  （三十二）完善补贴资金政策。利用省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资金，

支持新能源汽车购置、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省级安全监管服务平台运营补贴。

支持新能源汽车产品出口。按照相关政策，对实现一定产销规模的企业给予奖

励。 

  （三十三）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汽车金融产品，满足新能源汽车生

产、经营、消费等各环节的需求。鼓励省内金融机构为新能源汽车重大建设项

目提供信贷支持。鼓励汽车金融公司发行债券，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增加支
持个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资金来源。 



  （三十四）实施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贴等财政

支持政策和新能源车辆购置税、车船税、汽车消费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国家设

立项目、省制定标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其收费标准有浮动幅度的，对新能源

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按规定的最低限收费。 

  （三十五）创新优化使用环境。全面启动新能源汽车独立分类注册登记和
专用号牌管理。实行新能源乘用车省内不限购、不限行。各市（州）根据本地

情况对纯电动城市物流车进入城区街道，应不做限制或适当减少限行的时间及

区域。省内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场全面实行减免新能源汽车停车费用。 

  （三十六）加强督导检查。各相关部门要建立督导检查机制，明确责任分

工，确保新能汽车产业推进工作取得实效。加强对相关企业、科研单位及重点

项目等的督导检查，对发现的问题予以协调解决，督导相关单位及时加以整

改。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