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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专家和业内人士向记
者表示，核心技术“吹”不出来，
行业“虚火”不是真火，新能源
车行业要实现长足发展就要

“挤泡沫”“降虚火”，多层次、多
方面地提升经营、治理效能。

中国消费者协会表示，除
续航里程“注水”外，2020年新
能源汽车涉投诉主要问题还
有：充电速度与宣传不符；电池
质量问题突出；变速箱异响、顿
挫及动力消失等问题较多；售
后服务水平不高等。记者发
现，有不少消费者希望主管部
门针对新能源车“虚假宣传”问
题建立更直接更高效的投诉举
报机制。

杨胜兵认为，当前新能源
车企采用宣传手段推广产品无
可厚非，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相
关企业引导技术发展方向、吸
引超前研发投资有积极影响。
但如果沦为“虚假宣传”则不但
会直接损害消费者权利，还将
对产业链各环节都产生负面影
响。

他建议，消费者、企业、监

管部门等各方应正确认识当前
消费预期、产业政策预期与产
业真实发展整体水平，相关企
业在宣传产品性能时，应将实
验品、小试产品与产业整体水
平的真实关系表达清楚，消费
者也应积极了解行业实况及法
律法规政策。

对续航里程“注水”等问
题，深圳市消委会副秘书长靳
丽娟表示，下一步将组织新能
源车主流品牌车型的续航里程

“残酷测试”，确保续航里程数
据准确真实。

对于部分地方盲目争抢新
能源汽车项目，多地政府相关
工作人员建议加强新能源汽车
产业规划的顶层设计，在招商
引资中把好甄别关。

此外业内人士还建议，监
管部门应对资本市场针对新能
源车行业的“泡沫操作”保持高
度警惕。

近期，工信部、市场监管总
局等部门表示，将采取技术、管
理等多类措施，加强新能源汽
车质量监管。 （据新华社）

近日，广东、山东等地相继报告发
现新冠病毒突变株。世卫组织预计，未
来会出现更多变异。公众高度关注：新
冠病毒若加速变异，会对我国自研疫苗
产生多大影响？有效性会下降吗？中
国是否已经开展新一轮针对突变株的
疫苗研发？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主管
部门和业内权威专家。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
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副组长、中国工程
院院士王军志表示：“目前，我们还没有
发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对我国附条件
上市的新冠疫苗保护率产生明显影
响。但病毒长期传播可能会产生多个
突变的积累，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
现影响疫苗保护力的风险，这个风险是
存在的。”

应对病毒变异，国家一方面需要密
切监测，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疫苗平台建
设，积极开展新一代疫苗研发。这样，

“一旦出现病毒变异引起疫苗免疫效果
消失或者大幅度降低的情况，就能够在
最短时间研发出针对变异株的疫苗，这
是非常关键的。”王军志说。

目前，多个中国疫苗生产企业和研
发团队都已部署了针对变异病毒的研
发。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副总裁张云涛
在28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国药集团中国生物两
款灭活疫苗，利用在国内和海外Ⅱ期、
Ⅲ期临床试验后的血清，对包括在南非
发现的和在英国发现的毒株，还有国内
不同地区、不同流行区发现的10多个毒
株进行了交叉综合试验，结果显示，两
款灭活疫苗产生的中和抗体对这些毒
株都有很好的中和作用，“目前在巴西、
津巴布韦发现的毒株我们正在进行中
和试验监测，我们在持续推进变异株疫
苗研发”。

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董事长尹卫东介绍，为了防患于未然，
目前公司已经启动变异株的疫苗研
究。未来，若病毒变异加速到一定程
度，一种可能是在现有疫苗基础上增加
一个变异株的抗原构成，变为二价疫
苗；另一种可能是，在注射现在疫苗的
两针之后，再注射一针针对新变异毒株
的加强针。“过去一年，我国新冠病毒疫
苗的研发审批流程基本已经理顺，与此
前相比，针对变异毒株的研发周期会更
短，效率会更高。”尹卫东说。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陈薇院士团队在腺病毒载体疫苗附条
件上市后持续追踪着疫苗的安全性反
馈，也在跟踪疫苗对新出现变异株的有
效性。“我们在分析变异株的数据，用试
验验证它们对现有疫苗的交叉反应作
用，也早已启动针对变异株的疫苗研
发。这个疫苗不一定用得上，但宁愿备
而不用，不能用而不备。”陈薇说。

对于公众，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
世界卫生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邵
一鸣等业内专家再次提示并呼吁，目
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主要流行地区的
毒株变异仍未超出可控范围，因此世
界各国应尽快大规模接种疫苗，构建
起更强大的群体免疫屏障，同时也可
以降低病毒变异的速度，最终尽早遏制
住疫情。 （据新华社）

“虚火过旺”，得治！
——聚焦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隐忧

新冠病毒变异
影响疫苗有效性吗？

权威回应来了
日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

批车企的汽车召回计划，4万余辆因安全

隐患实施召回的车辆中，纯电动新能源

汽车超过33000辆。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

纲要中，新能源汽车被列为“构筑产业体

系新支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新

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当前新能源汽车行

业中，“产品指标注水还甩锅客户”“企业

还没卖一辆车市值就几千亿”等问题逐

渐凸显，“虚假宣传”“虚火过旺”已成为

制约行业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隐忧。

新能源汽车行业仍然“火热”。国家
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2
月，新能源汽车生产量31.7万辆，同比增
长达395.3％。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新能源汽车累
计销售同比增长3.2倍。2月，新能源汽
车销售同比增长近6倍。截至2020年
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92万辆，
比上年增长29.2％，并呈高速增长趋势。

但在行业高热度背后也潜藏不少隐忧。
产品性能指标“浮夸”“注水”情况时

有出现。近期，一位购买大众新迈腾GTE
车型的深圳车主对记者表示，厂家宣称的

“56公里纯电续航里程”，“即便车辆充满
电后自动断电，仪表盘显示的纯电续航里
程也只有44公里左右。”4S店方面对此解
释是“算法实现的精准续航”。

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副教授
杨胜兵表示，当前车企通过夸大宣传对
整车实际使用状况下续航里程“注水”，
在行业中并不鲜见，因此引发的诉讼争
议明显增加。

此前某知名车企对其取得电池技术
突破的宣传被指不实，引来不少专家批
评与业界非议。还有一些车企玩“文字
游戏”，将一些行业中常见的技术包装成

“黑科技”忽悠消费者。
部分车企产品故障频发却习惯性

“甩锅”消费者。据市场监管总局数据，
2020年新能源汽车因三电系统缺陷召回
占召回总数量的31.3％。另据缺陷产品
管理中心收到消费者提供的汽车产品缺
陷线索数据，新能源汽车缺陷线索中关
于动力电池、电机、电控系统的问题线索
占总量近半。

记者发现，部分车企往往是责任能
甩就甩，如：理想ONE新能源车断轴事
件中，车企先以“硬件优化升级”搪塞，后
在公众压力下才承认存在设计缺陷；前
述同品牌产品严重碰撞后安全气囊仍未
弹出，车企则回应称“撞的地方不是要
点”；在多起特斯拉电动车无故加速造成
事故中，特斯拉均试图将事故原因归结
为车主误操作；今年1月特斯拉新车断电
事件中，企业竟“甩锅”国家电网。

多名行业人士及专家向记者表示，
目前新能源车销售端“虚假宣传”多见的
背后是该行业“虚火过旺”。

部分市场人士判断，产能和市值的
巨大反差表明新能源汽车行业在资本市
场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估值虚高。

此外，杨胜兵表示，2021年新能源车
补贴进一步退坡，行业面临全面转向技术
能力主导的市场竞争。面对当前国内行
业技术积累仍较有限的现实，“浮夸”“虚
火”在一定程度上都折射出行业焦虑。

“热”中有忧 行业“虚火”旺

抓质量、控资本、提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