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口量爆发增长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1 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呈爆发式增
长，出口量达 31 万辆，同比增长
304.6%，位列全球第一。其中，欧
洲成为主要的增量市场。

据了解，欧洲近年来对新能源
汽车的需求快速增长。荷兰、挪
威、德国、丹麦、瑞典等国陆续启
动了“禁售燃油车”时间表，并加
大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扶持力
度。比如，挪威对纯电动汽车购
买者免征购置税和进口税，准许
消费者免缴 25%的增值税，并给
予路权等配套政策支持；德国新
能源汽车消费者可享受最高 9000

欧元的补贴。
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着上

汽、比亚迪、蔚来、小鹏、爱驰等
多家中国车企加速“出海”步伐。
比亚迪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比亚
迪纯电动大巴和出租车的足迹已
遍布全球六大洲 5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300 多个城市，其纯电动
大巴在欧洲和日本分别占据当地
市场份额的 20%和 70%。

“新能源汽车是中国汽车产
业走向全球的重要突破口。”在长
城汽车总裁王凤英看来，中国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已占得先
机，在全球范围内具备了产业链

优势。
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方寅

亮同样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先发优势明显，其产品力和
品牌力都比燃油车时代有了较大
突破，尤其是在智能座舱、车联网
等方面走在了行业前列。一批车
企已脱颖而出，给中国新能源汽
车品牌带来了更高的曝光度和更
好的口碑。

据了解，我国新能源汽车已
建立起完善的产业链，具备了较
强的抗风险能力。在电机、电控
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主流纯
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已提升到

400公里以上，动力电池单体能量
密度接近 300 瓦时 /千克。产业链
上下游成长起一批颇具实力的企
业，比如，比亚迪同时掌握电池、
电机、电控及芯片等新能源汽车
全产业链核心技术。

方寅亮认为，传统燃油车海
外出口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而
新能源汽车“走出去”可能更倾
向于考虑对产品力、品牌力要求
更高的发达国家市场。构建更
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在成本、
效率、保供、品质上做好平衡，对
企业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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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新能源车““出海出海””蔚然成风蔚然成风

近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简称“中汽协”）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企业出口 121.8 万辆，同比增长
47.1%。新能源汽车共出口 20.2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占汽车出口总量的 16.6%。

“尽管俄乌冲突影响了部分出口市场，但根据我们从企业了解的情况，目前多数企业海外订单情况良好，没有回落的迹象。”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近年来，随着我国汽车产品综合竞争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得到更多认可。同
时，相关企业也积极抢抓机遇，大力开拓国际市场。

“新能源汽车是当前汽车出口的最大亮点，一些企业已经成功进入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市场。”陈士华表示。统计数据显
示，目前已有近 10 家中国车企向欧洲出口新能源车型，中国电动汽车已经占到欧洲电动汽车总销量的 10%。

“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培育、鼓
励和大力推广电动汽车后，经过
多年激烈的市场厮杀，中国新能
源汽车产业正初步实现“墙内开
花墙外香”。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出口占汽车出口总量的 16.6%；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20 年和 2021
年的中国整车出口中，新能源汽
车占比分别仅有 7%和 15%。

实际上，在上半年中国汽车
产业划出的“U 形”走势中，国内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销 量 分 别 完 成
266.1 万辆和 260 万辆，同比均增
长 1.2倍，市场占有率达到 21.6%。

比逆势攀升的销量成绩单更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新能源汽车
经受住了巨大考验，体现出更强
大的韧性。

陈士华解释说，尽管受到疫
情多点散发、汽车芯片短缺、动力
电池原材料价格上涨等不利影
响，但各企业高度重视新能源汽
车产品，供应链资源优先向新能
源汽车集中，“从目前发展态势来
看，新能源汽车整体产销完成情
况超出预期。”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期间，中国制造业和供应链不
仅率先复苏，也基本保持了稳定，
这为汽车出口量上涨奠定了基
础。”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
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
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汽车出
口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出口数字接
连上涨，最能反映出我国“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和

“保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的成绩。
盘和林分析说，中国汽车出

口表现亮眼主要有两大原因。
一方面，中国既是全球规模最大
的汽车市场，也是催生电动化、
智能化、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的
策源地和风向标；另一方面，由
于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供应链不
畅等原因，德国、日本等传统汽
车出口大国面临极大挑战，而中
国在这些领域进行了针对性布
局。

日前，有德国媒体在报道中
指出，德国工业原材料短缺加剧，
在汽车制造业，存在供应链问题
的企业比例尤其高。由于零部件
短缺，汽车制造商无法满足市场
需求，这导致目前德国新车积压
订单创下历史新高。

日本汽车销售联合会发布的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
国内销售的新车数量为 208.6 万
辆，较去年同期减少 15%。同时，
日本车企在海外销售的汽车数量
也有所减少。据《朝日新闻》报
道，日本八大车商今年 5 月的全
球销量同比减少 16.2%，这是日本
车企全球销量连续 10个月下降。

有分析认为，由于发展较早，
市场竞争更充分，中国的新能源
汽车在海外市场有质量、性能以
及规模效应上的优势。

“随着技术创新持续推进，规
模效应继续加强，我国汽车产品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还有不小的
提升空间。各企业有望进一步扩
大在全球市场的份额。”盘和林预
测说。

占据技术“制高点”

“国际化是异常艰难的事，比
在国内市场竞争难了不止一个量
级。”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曾坦
言。

事实上，任何汽车品牌进入
新市场都存在难点。“就品牌认知
度而言，欧洲大部分消费者还是
比较认同大众、雷诺等本土品牌，
大部分欧洲消费者对像蔚来、小
鹏等的新品牌并不熟悉。”江西新
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新能源汽车技
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指出。

不过，不少欧洲传统车企在

推进电动化转型中仍存在一定的
内部阻力，而我国车企布局新能
源汽车市场较早，尤其是新能源
汽车智能网联产业链较为完备，
智能化水平优势明显。例如，奇
瑞汽车等车企以及宁德时代、国
轩高科等上游电池企业均已在欧
洲建厂。未来，随着我国新能源
汽车全产业链从出口到实现海外
本土化生产，产业链优势将更加
凸显，更利于中国品牌汽车的发
展。

“中国连续 7年是全球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出
口的良好势头得益于我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的完善。”张翔表示，

“我国新能源汽车成本优势显著，
车企采购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
成本较低。”

“我国纯电动汽车相对于欧
洲产品来说具有市场先发优势，
产业链完整且成本低，但也要警
惕欧洲车企的后发潜力，包括其
雄厚的汽车产业基础、核心技术
和零部件的把控能力和严格的技
术法规壁垒等。”新能源与智能网

联汽车独立研究者曹广平表示，
“我国产品占据欧洲的部分中低
端市场后，未来能否向更高产品
销量或更高端发展，取决于产品
本地化设计、技术创新引领、质量
控制和服务水平。”

张翔对此建议：“我国车企投
资欧洲的力度要及时调整，在产
品技术领先的车型上步步为营，
专注于以核心技术、核心产品来
灵活应对欧洲市场的各种变量，
特别是要根据当地消费者需求设
计车型。”

芯片短缺将影响企业下半年
生产节奏。供应链方面的稳定性
仍是稳增长的关键。目前企业正
在加快汽车生产供给节奏，但部分
芯片短缺和错配的风险依然存在。

新能源汽车生产成本压力较
大。2022 年 2 月以来，受动力电池
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产业
链成本压力向下游传导，被迫上调
新能源汽车销售价格，车企和消费
端都承受了很大消化成本的压力，
也 必 然 会 导 致 产 品 结 构 的 调 整 。
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外锂资源产能
将陆续提升，未来动力电池及原材
料价格将回归理性。

汽车消费政策还需要持续发
力。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正在恢复，
但恢复的基础尚不稳固，稳经济还
要付出艰苦努力，汽车消费信心的

完全恢复也需要一个过程。此外，
目前成品油价格快速上涨和新能源
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较高，对于汽
车消费市场将带来不利影响。

根据目前各地促进消费政策，
大约超过三成的省市及地区的优
惠 措 施 在 6 月 底 前 结 束 ，时 间 较
短，不利于下半年的稳增长，还需
要政策持续发力。

商用车市场继续承压。上 半
年，汽车行业整体产销比上年同期
分别减少 46.7 万辆和 84.9 万辆，其
中商用车产销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105.5 万辆和 119.2 万辆。可见，商
用 车 是 行 业 负 增 长 的 主 要 原 因 。
业内普遍对乘用车需求预期比较
积极，但考虑商用车受多重因素影
响，持续下降趋势没有明显改善，
且影响需求的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2022年上半年

新能源汽车

产产 266266..11万辆万辆

同比增长1.2倍

销销 260260万辆万辆

同比增长1.2倍

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

220220..99万辆万辆

增加增加110110..66万辆万辆

增长100.26%

与去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量相比

国内充电基础设施增量

130130..11万台万台

公共充电桩增量

同比增长228.4%
私人充电桩增量

同比增长511.3%
2022年全年预测

汽车销量

有望达到有望达到27002700万万辆辆

同比增长3%左右

新能源汽车销量

有望达到有望达到550550万万辆辆

同比增长56%以上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当前汽车工业存在的主要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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