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电动乘用车市场发展的九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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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于2012年出台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自此，正式开启了

车辆电动化发展的征程1。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均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是推动全球向电动汽车转型的重要推动力2。与此同时，中国仍面临着一些挑战，

包括对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品牌、更安全的汽车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链、以及发展更

充足的充电基础设施的需求。

通过对多个数据源的数据分析, 本篇简报总结了2012年至2021年中国电

动乘用车市场发展的九大趋势，重点关注主要成就和现存挑战3。本文主要关注纯电

动乘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在下文中统称为“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

并未包括在内，因为燃料电池乘用车的市场份额相对占比很小，尚未呈现出具有显著

特征的发展趋势。

趋势1：电动汽车产销量强劲，出口市场于近年来崭
露头角

图1展示了中国电动汽车产量、注册量和电池产量在全球总量中的占比。2020
年，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许多电动汽车、电池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停产数月，且消费

1 China State Council, “Energy-saving and New Energy Vehicle Development Plan (2012-2020),” (2012), 
http://www.gov.cn/zwgk/2012-07/09/content_2179032.htm. In China, “new energy vehicle” is an umbrella 
term that encompasses battery electric, plug-in hybrid electric, and hydrogen fuel cell electric vehicles. 

2 Hongyang Cui and Dale Hall, “Annual Update on the Global Transition to Electric Vehicles: 2021,” (ICCT: 
Washington, DC, 2022), https://theicct.org/publication/global-ev-update-2021-jun22/.

3 In global comparison sections, sales are taken from registration data from EV Volumes, export data 
included. For China-only analysi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all data analyzed is insurance data of EVs 
produced in China. Some of the data analyzed only goes until 2019 or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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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电动汽车的需求低迷，导致当年的电动汽车产量和注册量均出现了下降4。尽管

如此，中国依然实现了2020年累计产销量5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目标5。与此同时，

欧洲电动汽车市场急速发展，其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突破历史新高，在2020年达

到了新峰值6。这一激增现象主要是由于欧洲实施了更为严格的轻型车二氧化碳排放

标准，并在其推出的疫情经济复苏计划中包含了大规模的电动汽车税收优惠7。

如图1所示，2017年以前，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较少，2017到2019年期间，中国

在全球电动汽车出口市场中的份额保持在2%左右，到2020年这一份额上升至6%8

。2012-2020年期间，中国电动汽车累计出口超过6万辆，占这一时期全球总量的

3%。中国汽车制造商走向国际曾面临障碍，主要因为具有国际声誉的国产汽车品

牌相对较少，且国内生产企业难以同时满足不同国家的车辆质量标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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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电动乘用车产量、注册量、出口量及电池包产量在全球的占比，图中数据来自ICCT
分析过的EV Volumes的数据

4 Zhangyong Q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Under the Epidemic: China’s Industrial Chain Catches a Cold, 
While the World’s Automakers Sneeze,” Autodealer, April 3, 2020, https://www.dongchedi.com/article/681
1489485604258316?zt=default.

5 Yidan Chu,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for 2021 to 2035,” (ICCT: Washington, 
DC, 2021), https://theicct.org/publication/chinas-new-energy-vehicle-industrial-development-plan-
for-2021-to-2035/; Xinxin Zhang,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s are Gaining Momentum, with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Annual Sales Exceeding One Million,” Xinhua News, August 26, 2021, http://www.gov.
cn/xinwen/2021-08/26/content_5633571.htm.

6 本文中的欧洲指欧盟27成员国+英国+四个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国：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

7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CO2 Performance of New Passenger Cars in Europe,” September 26, 
2022, https://www.eea.europa.eu/ims/co2-performance-of-new-passenger; The European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verview – Electric Vehicles: Tax Benefits & Purchase Incentiv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2020),” July 9, 2020, https://www.acea.auto/fact/overview-electric-vehicles-tax-
benefits-purchase-incentives-in-the-european-union/.

8 本文中的出口车辆指在某国境外生产组装但在某国境内销售的车辆。

9 Zheng Bin, “Chinese Electric Car Sales is Speeding up in Europe,” People’s Daily, February 24, 2021,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224/c1004-32035400.html.

https://www.dongchedi.com/article/6811489485604258316?zt=default
https://www.dongchedi.com/article/6811489485604258316?zt=default
https://theicct.org/publication/chinas-new-energy-vehicle-industrial-development-plan-for-2021-to-2035/
https://theicct.org/publication/chinas-new-energy-vehicle-industrial-development-plan-for-2021-to-2035/
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6/content_5633571.htm
http://www.gov.cn/xinwen/2021-08/26/content_5633571.htm
https://www.eea.europa.eu/ims/co2-performance-of-new-passenger
https://www.acea.auto/fact/overview-electric-vehicles-tax-benefits-purchase-incentives-in-the-european-union/
https://www.acea.auto/fact/overview-electric-vehicles-tax-benefits-purchase-incentives-in-the-european-union/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0224/c1004-320354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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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中国企业开始实施国际化战略，并开始在海外（特别是欧洲）建立

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10。图1中的出口量数据仅分析至2020年，但根据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和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发布的数据,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在2021年和2022
年显著增长，2021年底达到30万辆，截至2022年10月达到了49.9万辆。不过，在中

国出口的电动汽车中，半数以上并不是自主品牌（如特斯拉）11。如今，中国政府鼓励

本土电动汽车制造商开拓海外市场，并将从多重渠道为这些企业提供支持，包括发

展完善的法律咨询、测试和认证体系12。

趋势2：消费者对自主品牌的认可度不断提升
目前，本土品牌在中国电动汽车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燃油汽车市场的

情形则截然相反。如图2所示，2021年，中国本土品牌占据了70%以上的电动
汽车市场，按年销售额计算，前十大生产企业中有八家是中国本土企业13。而
2021年在中国销售的燃油乘用车中，只有不到40%来自中国本土品牌，按年
销售额计算，只有四家中国本土企业入围前十大生产企业。  

2021年中国乘用车销量
燃油车 电动汽车

蓝色为中国本土生产企业

中国本土品牌
38.9%

中国本土品牌
74.3%

非本土品牌
61.1%

非本土品牌
25.7%

销量领先生产企业
一汽大众
上汽大众
东风

上汽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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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本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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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五菱
特斯拉（上海）
比亚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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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
广汽乘用车
上汽乘用车
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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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鹏

图2.2021年中国乘用车销量前十品牌生产企业（注册数量）

10 Gregor Sebastian, “In the Driver’s Seat: China’s Electric Vehicle Makers Target Europe,” MERICS, September 1, 
2021, https://merics.org/en/report/drivers-seat-chinas-electric-vehicle-makers-target-europe.

11 Zheng Liu, “Six Reasons Why China’s Automobile Export Saw Breakthroughs,” Auto Review, March 1, 2022, 
http://www.autoreview.com.cn/show_article-13197.html.

12 Chu,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for 2021 to 2035.”
13 Brand information is from 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https://merics.org/en/report/drivers-seat-chinas-electric-vehicle-makers-target-europe
http://www.autoreview.com.cn/show_article-131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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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3：相关政策有效地推动了电动汽车的技术发展  
在我们所分析的年份中，中国纯电动汽车（BEV）的平均电动续驶里程、电池容

量和电池能量密度均有所增长，与此同时，车辆平均电耗有小幅下降（图3）。这是多

种政策共同推进的成果，具体措施包括设定行业发展目标，将车辆性能参数与国家

购置补贴挂钩，以及实施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方案（为技术表现良好的车辆提供更

多积分）。在2012至2021年期间，纯电动汽车的平均标称续驶里程翻了一番，2021
年达到391 km。在此期间，电池容量和电池能量密度增长了60%左右，2021年分别

达到47 kWh和141 Wh/kg。

2017至2021年间，中国的纯电动新车的平均电耗下降了15%左右，改善幅度相

对较小，这与相应的政策重视程度密切相关。首先，2019开始实施的《电动汽车能 

量消耗率限值》（GB/T 36980-2018）并不是强制性标准。此外，2017年以前，能 

耗参数都不是国家购置补贴或新能源汽车积分的考核指标。但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中国纯电动新车的平均电耗已达到12.1 kWh/100 km，目前中国设定的2025年

12.0 kWh/100 km的目标似乎较为保守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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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2-2021年纯电动汽车车辆及电池平均指标

趋势4：市场多元化程度提高，发展不再依赖购置补贴 
国家层面的购置补贴曾是电动汽车发展的重要动能，但这一情况自2019年开始

逐步转变。从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应对国家补贴方案的做法，就能明显看到市场的转

变（图4）。国补方案中，续驶里程的最低要求已从2013年的80 km增至2020年的 

300 km（图4中的黄色虚线）；续驶里程的最高要求，从2013年的250 km，增至

2018年的400 km（图4中的红色虚线）。过去，中国通过为续驶里程更长的产品提

供更多补贴的方式来激励续驶里程更长的车型的生产，2018年以及前，中国销售的

14 Chu,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lan for 2021 to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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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纯电动汽车的续驶里程都在上述两个阈值之间。但自2019年起，很多纯电动

新车开始突破这两个阈值之一（即要么高于续驶里程最高要求，要么低于续驶里程

最低要求），这一比例的车辆在2021年达到了近80%。这表明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在

设计车型产品时已不再单纯为了满足补贴要求，而是更多开始考虑消费者的多元化

需求。一些企业会侧重于续驶里程较低但更实惠的车型，也有一些企业会侧重于车

辆性能和电池性能更佳的高端车型。

1,000 10,000 100,000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续
驶
里
程

 (
km

)

国家购置补贴中对纯电动汽车续驶里程的最高要求
国家购置补贴中对纯电动汽车续驶里程的最低要求

市场规模

图4. 2012-2021年国家购置补贴中的纯电乘用车的续驶里程要求阈值和相应年度新注册纯
电乘用车的标称续驶里程

趋势5：自2016年以来，中国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在主
流市场中位居前列

2012年，中国电动汽车的渗透率仅为0.1%，此后，经过8年的连续增长，于2021
年达到了14.5%。如图5所示，2016到2019年间，中国电动汽车的的渗透率一直位于

主流市场前列，2020和2021年则仅次于欧洲，位居第二。截至2022年11月底，中国

电动汽车的渗透率已增至25%15。从过去两年电动汽车市场的发展表现来看，中国设

定的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到20%的发展目标较为保守。

15 He Wang, “2022 New Energy Vehicles: Increase and Differentiation in Market Penetration,” Xinhua Finance, 
December 30, 2022, https://www.cnfin.com/yw-lb/detail/20221230/3777065_1.html.

https://www.cnfin.com/yw-lb/detail/20221230/3777065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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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2-2021年中国和全球电动乘用车注册占比

趋势6：微型乘用车新车销售已实现全面电动化
在中国，微型乘用车（A00级）早在2020年就实现了100%电动化，是第一个

实现这样目标的细分车型（图6）。2021年，五菱宏光MINI是这一细分市场中最畅

销的车型，其销量占中国当年电动乘用车总销量的13.5%。而从2021年整体乘用车

市场来看，A00级细分车型的市场占比仅为4.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A级车（

紧凑型）和SUV的合计占比高达整个乘用车市场年度注册量的近67%，但如图6所

示，2021年，这两个细分车型的电动化渗透率仅为13.2%和10.5%，其电动化发展空

间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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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7：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但
仍需进一步优化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和私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建设部署了114.7万个公共充电桩，约占世界总量的65%（图

7）16。在这些公共充电桩中，有41%是直流快充桩，快充比例也是全球最高的。另外，

中国还有147万个私人充电桩，数量也位居全球第一17。但中国在充电基础设施优化

发展上，还面临诸多挑战：如，在停车空间有限或缺乏物业管理公司支持的情况下，

私人充电桩安装困难；郊区和农村地区也仍存在充电缺口，引起车主对城际旅行的

焦虑；还包括运营商对设施维护不足、对充电桩管理不善等情况导致公共充电桩使

用率低等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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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5-2021年主要市场已安装建成的公共充电桩数  

趋势8：除半导体原件外，电动汽车关键零部件国产
化率高

如图8所示，2021年，在中国注册的国产乘用电动汽车中，有81%的电池和78%
的电机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但中型和大型乘用车细分市场（主要是高端轿车）的国

产化程度相对较低，2021年其电池的国产化率为49%，电机为47%。

16 “Data and Statistic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accessed December 20, 2022, https://www.iea.org/
data-and-statistics/charts?q=charger.

17 China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Promotion Alliance, “Operation Status of the 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and Battery Swapping Infrastructure, 2021,” January 12, 2022, https://mp.weixin.
qq.com/s/Wkoo-0WdfnbX-0At4LyOxQ.

18 Ibid.;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Annal Report on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Infrastructure in Major Chinese Cities,” July 2021, https://tech.chinadaily.com.cn/a/202108/17/
WS611b2c29a3101e7ce975efba.html; Zhongyang Yang, “EV Chargers Need to be Built and Managed,” China 
Economic Net, October 7, 2022,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1007/c1004-32540139.html.

https://mp.weixin.qq.com/s/Wkoo-0WdfnbX-0At4LyOxQ
https://mp.weixin.qq.com/s/Wkoo-0WdfnbX-0At4LyOxQ
https://tech.chinadaily.com.cn/a/202108/17/WS611b2c29a3101e7ce975efba.html
https://tech.chinadaily.com.cn/a/202108/17/WS611b2c29a3101e7ce975efba.html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1007/c1004-325401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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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功率半导体方面的自主化程度明显偏低，尤其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IGBT）模块。即使经过多年的发展，2021年，中国电动汽车上使用的IGBT模块的

国产化率仍不到35%19。

 所有细分市场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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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所有细分市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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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2021年中国销售的电动乘用车的原厂电池、电机和IGBT模块

趋势9：石墨在众多电池生产原料中供应安全度最高
在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过程中，共有五种至关重要的原料—石墨、锂、镍、钴和

锰。2021年，中国的石墨开采量占全球开采总量的82%（图8）20。这与中国巨大的

石墨储量相对应，2022年中国的石墨储量占世界总储量的近四分之一。这与其他四

种原料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是钴。2021年，中国在全球钴矿开采量中的份额仅有

1%；而在钴储量方面，2022年，中国的份额在全球仅占约1%。

尽管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的主要原材料方面可控度较低，但通过海外投资和进

口，中国企业的在原材料加工、阴阳电极生产等供应链上游领域仍然是重要的贡献

者和参与者21。 

19 Sinolink Securities, “IGBT: New Energy Drives Growth and the Localization Rate Accelerates,” May 12, 2022,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5131565313770_1.pdf?1652454214000.pdf.

20 U.S. Geological Survey,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2,” January 2022, https://www.usgs.gov/
publications/mineral-commodity-summaries-2022. This paper also referenced the report series of years 
2013 through 2021.

21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Global EV Outlook 2022,” May 2022,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
ev-outlook-2022.

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5131565313770_1.pdf?1652454214000.pdf
https://www.usgs.gov/publications/mineral-commodity-summaries-2022
https://www.usgs.gov/publications/mineral-commodity-summaries-2022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v-outlook-2022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v-outlook-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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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2012-2021年中国电池原料开采在全球范围的占比及2022年储量占比

结语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动汽车生产国、电动汽车消费国以

及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国。通过持续的政策推进，中国的纯电动新车的平均技术性能

（包括续驶里程、电池容量和电池能量密度）均有所提升。尽管如此，中国电动汽车

的发展仍面临多方面挑战，包括在海外销售自主品牌的电动汽车；安装充电基础设

施并优化运营方案；以及解决供应链安全稳定方面的问题。我们将继续开展相关研

究，以助力出台更优化的政策，从而支持向清洁交通过渡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