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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创近六年最大涨幅 

2018年美国新能源汽车全年交付 36.08万辆，同比增长 81%，为

近六年最大涨幅。2018年美国轻型车销量为 1730万辆，新能源汽车

市场占有率为 2.1%，其中，2018年最后两月达到 3%。从动力结构看，

2018年美国纯电动汽车市场份额占比达 6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市

场占比为 34%，2017 年上述两个指标分别为 53%和 47%，纯电动汽车

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扩大明显。 

从市场地理分布看，美国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市场依然集中在特定

地区，近 50%的电动汽车均销售至加利福尼亚州，12%的销量来自于已

获得 ZEV授权的其它州。 

从车型来看，特斯拉 Model 3销量占据美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近 4

成。尽管上半年倍受产能爬坡困扰，但下半年日产量一度达到 1000

辆，特斯拉成为全球各国最受畅销的纯电动车型，全年在美国和加拿

大市场全年交付近 14.6万辆，其中 11.9万辆在 2018年下半年交付。

相对而言，2018年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发展情况并不乐观，

与此同时，日产也依然深陷聆风的快充门泥沼。丰田普锐斯仍然是最

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同比增长 32%。另外两款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本田 Clarity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宝马 530e 都曾获得短

暂成功。2018 年，美国燃料电池汽车销售量为 2584 辆，与 2017 年

相比增加了 12%。其中，丰田 Mirai销量为 1662辆。 

如果从数据中排除特斯拉，结果发现非特斯拉的纯电动汽车的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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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出现下滑。2018年交付 4.74万辆非特斯拉纯电动汽车；与 2017年

的 5.66 万辆相比减少了 1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受特斯拉增长的

影响较小，同比增长 31%。由此可见，随着质量提升，车型更迭的速

度非常快。续航里程长和充电时间短仍然是纯电动汽车的关键成功因

素。充电问题仍是许多电动汽车质疑者最担心的问题，尤其是在家中

或工作单位均无法充电的情况下。方便可靠的快速充电是长途旅行的

关键保障。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在品牌销售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 10月，美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首次达到 100万辆。这其

中已经考虑了因磨损或其它原因注销车辆造成的每年 1%报废率。如

果仅按照累计销量计算，则 9 月已达到 100 万辆。截止到 2018 年年

底，美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达到 110 万，这一数字约为 2016 年同

期保有量的两倍。 

（产业所 苏楠 整理） 

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三大动向 

13 座城市划定公开路测道路范围，2019 规模将继续壮大 

1月 22日，济南市 5G通信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正式开放。至

此，已有 13座城市正式落地自动驾驶公共道路测试。 

从道路测试里程来看，北京、深圳走在前列，超过一百公里，其

余城市规划道路范围仍有限。从测试道路类别来看，目前上海分乘用

和商用两类测试道路，北京将有望开放快速路测试，公开道路测试环

境不断丰富。从开放道路智能化程度来看，5G测试环境逐渐被重点强

化，例如重庆、济南。从路测开放城市数量来看，其实已有 17 省市

公布自动驾驶道路测试规范，仍有 4座城市暂未公布测试道路，预计

2019年这批城市将陆续开放测试路段。 

《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也明确表示，扩

大智能网联汽车公共道路测试范围，2019 年城市区公开道路测试范

围将持续扩大。 

加大开放力度，高速公路自动驾驶测试将掀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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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8 日，百度完成全国首例 L3 及 L4 级别等多车型

高速场景自动驾驶车路协同测试；2018 年 12 月 29 日，华为宣布完

成在延崇高速公路的自动驾驶技术演示……我国自动驾驶高速公路

测试正式拉开序幕。 

进入 2019年，高速公路测试环境进一步优化。 1月 21日，公安

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发布消息称，我国首个专门用于自动驾驶测试

的封闭高速公路环境已正式开展测试工作，该封闭高速公路测试环境

位于无锡市通锡高速公路(S19)南通方向，全长 4.1公里。 

1 月 22 日，22 辆搭载百度“阿波罗”平台的自动驾驶数据采集

及测试车辆，在山西省五盂高速阳泉段开展系列测试工作。“阿波罗”

平台将率先在阳泉开展 L3 级自动驾驶道路测试，打造区域性高速自

动驾驶测试中心。 

北京在《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19年-2022

年）》中明确表示，拓展高速路、快速路等自动驾驶测试种类，加快

推动建立自动驾驶封闭测试场高速公路场景测试规范。 

总体来看，国内企业已经启动高速公路测试，而地方省市也在加

大高速公路测试放开力度。《车联网（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也明确表示，探索进行高速公路测试试点，2019年整体高速公

路测试或将掀起热潮。 

自动驾驶测试道路走向智能化 

1月 20日，全球首条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智能化城市道路——“智

路”示范项目在江苏盐城开通试运行，由华人运通与国家级盐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共同打造：项目一期全长约 8公里，该道路是全球首次基

于云端调度、路端感知、车端控制的车路协同自动驾驶及道路交通调

度的开放式城市道路综合测试环境，由高速道路及城市道路两部分构

成。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征求意见稿）》中就已指出，到 2025

年，“人–车–路–云”实现高度协同，车路协同成为我国智能汽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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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终极方向，智能化道路的建设是前提。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与智慧公路发展不可分割，与交通相结合才能

解决交通面临的问题，同时推动智能网联技术的落地，汽车的智能化

已经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提出了新的需求。 

我国目前其实对此也有相关规划，交通部已经确定九省市为新一

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和智慧公路试点，路运一体化车路协同成重点方向

之一。交通部主导的新一代国家交通控制网和智慧公路试点中，浙江

和江苏重点做城市范围内路网协同示范应用，其他主要是以高速公路

为主。河南还选了一部分省道，做整个智慧高速的试点工程。 

（产业所 朱焕焕 整理） 

能源 202：比尔·盖茨向华盛顿出售核能的承诺 

微软老总比尔·盖茨对华盛顿并不陌生。他的基金会在这里有一

个存在了很多年的大办公室。2017 年 3 月，他曾在那里会见了特朗

普总统，讨论了预防疾病和传播疫苗等问题。 

而就在最近，盖茨访问了华盛顿的一些重要国会议员。这一次，

他谈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举措：恢复核能。同时，微软的联合创始

人也试图说服国会在未来十年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试验项目，而这些

试验项目如果通过，将进一步测试两到三个新设计的核反应堆。 

在最近盖茨访问国会期间，据国会议员的表述，他将亲自投资 10

亿美元同时再筹集 10 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与联邦基金一起用于他们

公司从未使用过的技术来进行试点。而盖茨在年终公司的公开信中说：

“核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想选择，因为它是唯一 24小时不排放碳、

可扩展的能源。”“当今反应堆的问题，如事故风险，完全可以通过创

新来解决”。 

但许多核专家却认为，盖茨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他的高科技公司

正在追求一种有缺陷的技术。他们说，任何新的核设计都可能以令人

望而却步的经济成本的形式出现，因此常常并且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

加以完善，还有大量的市场化拓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花费大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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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国会的立法者们还是听从了盖茨的意见。通过能源部，

国会在 2019财年批准了 2.21亿美元，以帮助微软公司开发先进反应

堆和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其资金规模已经超出预算要求。但盖茨和

Terrapower 早在 2016 年就获得了美国能源部 4000 万美元的研究经

费，他们还在寻找更多的资金以支持其能源计划。 

而另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核专家埃德温·莱曼说，TerraPower

是众多先进核动力设计供应商中的一家，这些公司都正在努力提高公

众对先进核反应堆设计的认可，但事实在于，它们的计划仍然处在设

计阶段，并且在多年内也无法与气候变化作斗争。 

而盖茨相信，在气候方面他可以进行投资来加强创新。他在其他

新兴技术上进行了大量投资，并且其中有大部分都与能源储存有关，

故而他希望能够通过创新来减缓全球变暖，从而实现技术上的突破。

盖茨还为在华盛顿州通过一项碳排放“收费”投票倡议的运动拨款 100

万美元（尽管该努力失败了）但他随后警告说，关注太阳能和风能在

不久的未来将是“危险的”。 

许多核能专家说，盖茨正在推广的技术被称为“行波反应堆”

（“traveling wave reactor”），但事实上并没有如广告所说的那样

起作用，至少目前还没有。而盖茨在一次对国会的回复信中称赞了

TerraPower的“行波”技术。他说，该技术是“安全的，防止扩散的，

并只产生非常少的废物”以上的几条都是国会的重要卖点，但目前的

难点还没有最终解决一个地点长期存放核废料的问题。 

（产业所 王罗汉 整理） 

跑马圈地，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持续扩张 

独立医学实验室（ICL,Independent Clinical Laboratory）是

经卫生行政部门许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于医疗机构之外，能

独立承担相关医疗责任，从事医学检验或病理诊断服务的医疗机构。

近年来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年均复合增速超 30%，但渗透率不足 5%,

远低于发达国家 50%左右的渗透率,这表明我国 ICL 行业具有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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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前景。 

1、政策和需求推动行业发展 

分级诊疗逐步打开基层市场 

随着分级诊疗的逐步推行，基层医疗机构检验样本增加，资金预

算有限和人员配备不足，成为现阶段制约基层医疗机构接诊能力的关

键问题。ICL 能有效解决基层成本控制和诊疗专业化的问题，起到降

本增效的作用。 

医保控费提高公立医院检查外包意愿 

近年来国家多次出台政策下调医院检查费用。由于医学检验的仪

器设备、相关检验人员属于成本较高，监管部门要求检验项目价格下

调后，检验科利润减少，因此医院有动力将检验项目外包给独立医学

实验室执行。 

2、市场现状 

第三方医学检验处于发展初期，院内检验仍占据主导地位 

2010 年我国 ICL 市场规模仅为 12 亿元，2017 年达到 125 亿元，

发展速度极快。但从目前发展来看，由于三甲医院拥有完善的设备和

专业的检验流程，因此检验外包动力不强。国内地级市、县等医疗机

构将成为 ICL提升渗透率的主要客户群。 

ICL 行业发展迅猛，机构数量增速迅猛，以形成 4+X的格局 

中国 ICL检验机构数量由 2010年的 89家增加至 2018年的 1,300

家。由于 ICL行业壁垒相对较高、规模优势明显，目前国内 ICL市场

已形成“4+X”的格局，金域医学、迪安诊断、艾迪康和达安基因四家

公司合计市场占有率达 70%。 

ICL 行业参与者呈现出多元化态势 

国内 ICL行业参与者呈现多元化态势，除四大龙头外，各类公司

依托自身资源或渠道优势纷纷加快行业布局，如体外诊断试剂和仪器

产品生厂商、基因测序等新技术服务提供商、体外诊断流通商以及药

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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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展趋势 

并购加速进行 

参照美国巨头成长历程，例如第三方检验巨头 Quest 通过收购

SBCL，增强对上下游的议价能力、提升毛利率，国内行业巨头的并购

方向，将转为并购新的技术平台，或者与国外的优秀产品技术公司合

作。 

高端检测业务占比将持续提升 

常规的免疫、生化、病理检测增速有限，价格持续走低，高端检

测利润率高，将成为未来 ICL公司主要利润来源。包括癌症、内分泌、

基因组学、血液学与凝固、神经内科、传染病和免疫学、毒理学等领

域。 

业务针对性开展 

三级医院方面主要针对样本相对较少、成本高、检测周期较长的

特检项目，中小医院以及社区医疗机构方面，通过布局常规医疗检测

项目，提高诊断能力，规范质量管理，未来区域共建检验中心将成为

市场争端的关键。 

（产业所 陈健 整理） 

微软与沃尔格林结盟，欲撬动数字医药市场 

1 月 16 日，全球科技巨头微软宣布与美国第二大零售连锁药店

沃尔格林（Walgreens）达成为期七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微软将

自身的云服务 Azure、AI等技术与沃尔格林的客户资源、行业专业知

识进行整合，提升线上线下药品销售的体验，加速在数字零售领域的

创新与发展。这是微软今年布局大健康产业的第一步，与谷歌、苹果

相比，微软在医疗产业扎根的野心显然更大。 

微软数字医疗与沃尔格林线下药店的联盟 

作为美国的第二大连锁药房，沃尔格林成立于 1901年，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其在全美拥有 9560 个线下零售药店，受到医药电商、

医改政策的影响，目前沃尔格林线下药店所能提供的服务有限，只拥

http://medical.ofweek.com/
http://medical.ofweek.com/CAT-11118-Telemedic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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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门注射流感疫苗，在部分地区提供紧急护理等，难以达到更高要

求的服务标准。而微软云服务、远程医疗等科技的融入将为沃尔格林

提供全新的渠道，同时降低人力、管理费用等成本以获得新的利润增

长点。 

5G 技术的高速发展同样将造福于医疗领域。通过远程诊断传感

设备、视频电话会议、AR／VR等技术，医疗人员无需再奔赴现场就诊，

偏僻的乡镇也能享受专业的医疗服务。目前，医疗服务领域已经日趋

成熟，微软作为云计算领域的先行者始终践行用科技突破创新。医疗

服务的终端环节是支付，微软或许短期内难以突破整个交付闭环的创

新，但沃尔格林庞大的线下零售网络及交易体系为日后两家公司合力

推出独立的医疗保健店面提供经验。 

加速传统医药零售行业竞争 

根据美国紧急护理协会的数据，截至 2017年 6月，美国约 7600

个地区实现紧急护理服务，收入可达 18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5％

－6％。显然偌大的市场对急于在医疗领域有所突破的微软和谋求变

革的沃尔格林而言仍是一片蓝海。 

微软的竞争对手，同样对医疗产业虎视眈眈的谷歌目前还没有重

大举动，此次合作或许是微软先发制人的第一步，在医疗领域的优势

有望不断扩大。而对于沃尔格林来说，局势则没那么乐观。2018年因

其最大竞争对手亚马逊大举收购多家制药企业，沃尔格林和 CVS的股

价双双大跌，外来者的入侵让原来风平浪静的传统医药零售行业刮起

了狂风暴雨，与微软的合作或将成为沃尔格林的救命稻草。 

（产业所 冉美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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