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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下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的困难及政策建议

一、引言

新 能 源 汽 车 主 要 包 括 纯

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

料电池汽车、超级电容车等几

类。中汽协数据显示，2020 年

1-6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

成 39.7 万辆和 39.3 万辆，同比

分 别 下 降 36.5% 和 37.4%， 同

期汽车总产销分别完成 1011.2

万 辆 和 1025.7 万 辆， 新 能 源

汽车产销占比分别为 3.92% 和

3.83%。 数 据 也 表 明， 从 3 月

份开始，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

恢复性增长态势，降幅持续收

窄，总体表现好于预期。《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 )》提出，2025 年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量占比要达到 25%，因

此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车市

场的趋势依然存在，全年新能源

汽车在整体车市中的新车销量占

比仍有望上涨。本文通过分析疫

情对汽车生产商、汽车经销商以

及消费者的影响，初步归纳了不

同市场主体面临的主要困难，最

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疫情影响下新能源

汽车行业面临的问题

（一）汽车厂商生产方面

受疫情影响，企业完全恢

复产能难度大、零部件供应通道

阻断、部分企业生产延迟、重要

发展计划面临搁浅、政府补贴政

策不规范等问题，导致汽车产量

大幅下降。目前，部分企业正在

政府的指导下有序复工复产，但

仍面临以下困难。

一 是 零 部 件 断 供 等 问 题

导致部分企业宣布延迟交付订

单。部分国内零部件供应商员

工返岗率不高，完全恢复产能

难度大，汽车制造商的生产经

营受到冲击。此外，疫情的全球

化将进一步加剧供应端对中国新

能源汽车行业的冲击，供应链断

裂将影响生产端库存储备，导致

进口零部件断供，形成产销不平

衡的恶性循环。加上近期国际航

班停运，而全球范围内的轮船货

运、飞机航班、铁路运输等都受

到了直接影响而停摆，将直接

影响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端。此

外，零部件断供导致部分企业宣

布延迟交付、上市新车。

二是受疫情影响，企业的

发展计划受到冲击。很多新能源

车企不仅生产端疲软，而且研发

计划都出现了较大调整。当前全

球疫情形势仍不明朗，汽车公司

的重要发展计划仍不得不延缓甚

至搁浅，研发计划将彻底被打

乱，重要计划只能延迟或直接停

滞，与之相关的用户体验、资金

回流、后续研发、融资等方面都

受到了牵连。

三是企业面临资金紧张、

融资难等经营困境。第一，企业

经营的现金流出现困难。前期停

工停产和生产效率降低无疑影响

了各企业的量产交付进程，汽车

销量也出现大幅下滑，而这也意

味着企业的现金回流、研发、融

资等都可能会受到影响。因此，

无论是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明星企

业，还是新兴的新能源汽车品

牌，都纷纷加码优惠力度，以期

用“超低价”优惠，尽快回笼库

存资金。第二，资本大量逃离，

行业融资难。受到大环境遇冷与

疫情的双重影响，今年资本会大

量从风险裸露敞口较大的地方涌

向那些被普遍视为相对安全的地

方，如果资本对于汽车行业没有

长远的研究，只是看到行业整体

跌幅数据，就会因对行业丧失信

心而变得谨慎。第三，地方政府

的市场准入和补贴政策不规范，

导致部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降

低。比如有的地方要求配套地方

核心零部件，设立本地企业，有

的以备案为名设立地方小目录，

有的要求公共交通必须采购本地

新能源汽车等，导致地区不公平

摘  要 ：受疫情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受到了较大冲击。本文从汽车生产商、汽车经销商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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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加剧，地区封锁现象抬头，

部分企业处于观望状态。

（二）汽车经销商销售方面

经销商面临批发销量大幅

下降，销售出口萎缩、市场份额

丢失、线上营销难以发力、补贴

政策作用有限等问题。目前通过

政策引导、营销模式创新、完善

售后服务等方式，各新能源汽车

经销商积极应对疫情对市场的影

响，但是汽车经销商仍面临以下

问题。

一是线下销售活动难以开

展，销量下滑明显。疫情首当其

冲影响到供应链和销售体系的安

全和稳定，营销体系不能正常运

行，导致市场丢失或被替代。在

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整车企业

复工滞后无法及时满足市场需

求，将面临失去部分终端客户的

风险。经销商线下营销活动难以

开展，集客难度大大提升，同时

部分经销商运行困难，生存压力

巨大，存在退网、转网的可能。

二是经销商线上营销难以

发力。在疫情防控的大环境下，

经销商线下营销活动难以开展，

因此不少新能源汽车厂商以及经

销商，都期望通过线上卖车的方

式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但是汽车

作为一种价值较高又极注重体验

的商品，线上卖车模式一直不愠

不火，难以发力，线上营销对销

量产生的影响可谓杯水车薪，带

来的销量非常有限。

三是海外疫情影响新能源

汽车出口。我国是汽车制造大

国，也是全球重要的汽车零部件

及原材料生产基地，每年都有大

量的汽车和零部件进出口贸易，

海外疫情蔓延不可避免对我国汽

车贸易和供应链运转带来冲击，

同时也极大冲击了国外新能源汽

车的销售市场。

四是政府补贴政策作用有

限。此前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

会议确定将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和免征购置税政策延长 2 年。此

项措施出台的作用，更多体现

在“稳定”二字，对于销售端刺

激有限，对于原本持币观望的人

来说，反而延后了购买欲望。归

根结底，主要还是新能源汽车太

过于依赖补贴和免征购置税的缘

故。因此，单纯依靠汽车购置补

贴和免征购置税政策所带来的新

能源汽车销量可能非常有限。

（三）消费者消费方面

疫情已经严重影响各行各

业人员的收入，导致汽车消费能

力受损。此外，新能源汽车产品

不够成熟，品质令人堪忧，使用

成本居高不下，售后配套不完

善，充电困难便利程度低等问题

也进一步阻碍了新能源汽车消费

市场的回暖。

一是疫情期间消费者收入

缩水，购车计划延迟。受疫情影

响很多人不能正常复工，收入锐

减。此外很多企业面临破产、裁

员、降薪等危机，这会使很多人

和企业对未来的收入预期持续降

低，因而使得更换、购买新车的

需求遭到抑制，这对上半年的汽

车市场将产生重大影响。从国内

市场看，短期内人员出行和公共

交通需求受到抑制，旅游客车市

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从海外

市场看，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扩散，不确定性急剧升高，各国

为控制疫情传播可能会严格限制

人员流动和交通运输。总之，疫

情导致需求端受到一定冲击，不

少企业的订单可能会延后或减

少，消费市场完全恢复可能还需

要较长时间。

二 是 新 能 源 汽 车 不 够 成 熟，

品质令人堪忧。电池是新能源汽车

的核心技术之一，目前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能量密度仍然较低，续航

里程较短，无法满足长途运输的需

求。而到冬季电池性能将会大幅下

降，续驶里程进一步减少，充电时

间 进 一 步 延 长， 影 响 车 辆 使 用 效

率。此外，新能源汽车自燃火灾事

故频发。回顾 2018 年，新能源汽车

迈过百万大关时召回了 13.57 万辆，

召回比例高达 13.46%，其中新能源

汽车自燃就有 40 起。2019 年新能

源汽车召回 33281 辆，其中动力电

池问题占比高达 18.68%。

三是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

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成本中主

要是电池成本，经测算，在无补

贴的情况下，同等载货重量和运

输里程的条件下，新能源汽车整

体成本较燃油车要高出不少。此

外，国家发改委于近期下调了汽

柴油价格，使得全国大部分地区

油价重回“5 元时代”，油价下

跌给本身投入就比较高的新能源

汽车行业带来新的压力。如果原

油价位进一步降低，电动车和燃

油车每公里的运行成本差距将进

一步缩小，再考虑到充电成本和

时间问题，新能源车的吸引力进

一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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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售后配套不完善，充

电桩充电难，便利程度低。媒体

广泛报道，新能源汽车故障多、

返修率高，运营商售后问题严

重，且车企、维修网点、运营商

三者，在维修费用分摊上不明

确。调查发现，不少新能源汽车

车主反映电动汽车易买难修，维

修费用高，维修等待时间长。此

外，虽然全国大部分地区均有一

定数目的充电桩建设量，但主要

还是在京津地区、东南沿海以及

长江中下游地区，西部和北部的

建设区域仍然较少。即使在同一

个城市，部分地区利用率可达到

70%，部分地区却极低，有些充

电桩甚至成了僵尸桩。统计数据

显示，北上广城市地区充电桩利

用率达 70%，但二三线城市的

利用率却极低。

三、政策建议

（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助

力新能源汽车厂商渡过疫情难关

一是金融机构简化审批流

程，特殊时期特事特办，让企业

尽快用上信贷资金。不盲目抽

贷、断贷、压贷，可予以展期或

续贷，通过适当下调贷款利率、

增加中长期贷款等方式，确保企

业能够正常生产经营，渡过疫情

难关。二是加大信贷支持力度，

降低融资成本。落实好人民银行

总行再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加

大信用贷款的相关政策，及时为

符合条件的困难企业提供资金支

持。鼓励金融机构对相关产业链

企业贷款给予临时性延期还本付

息安排，舒缓企业资金压力。对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给予减税

等政策倾斜，或推迟缴税时限，

防止企业资金压力过大。降低企

业在水电、社保等方面的费用，

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三是加强金

融创新，综合运用信贷、保险等

金融产品，为企业提供综合、全

面的金融服务。探索厂家与金融

机构新的合作模式，及时对接经

销商及客户，为汽车经销商和客

户搭建一条龙的金融服务和特殊

政策支持。

（二）积极研究出台政策，提

振有效需求，稳定汽车市场信心

一是推出一系列促进新能

源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提供更

有针对性的信贷政策和更简便的

检测和上牌服务，在开展汽车销

售主题活动和企业广告宣传上给

予更大的支持。二是在购车补助

方面，对购买自主品牌并在国内

销售落籍的汽车，每辆给予购车

价格一定折扣的一次性补助。三

是松绑汽车限购等汽车消费的政

策，尽快推出高排放老旧汽车淘

汰更新政策，释放一部分老旧车

存量指标，通过设置补贴奖励及

购车时限，在年内转化为新购汽

车消费贡献。四是制定新能源车

运营补贴政策。针对物流运输、

公共交通等行业使用新能源汽车

较为广泛的现状，根据运营里程

制定专门的运营补贴政策，进一

步提高各个行业采用新能源汽车

的积极性。

（三）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扶

持政策，助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一是在疫情结束后，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助推汽车产业转

型升级，对于转移后的产业链进

行修复，帮助企业维护上下游合

作伙伴。建立安全保障与应急救

援机制，加大对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和处罚力度等。二是动态调整

推荐车型目录门槛、设置地方财

政补贴不得超过中央财政单车补

贴额的 50% 等，防止各地恶性

竞争。同时可以建立鼓励柴油货

车置换及淘汰的补贴机制，鼓励

企业置换。三是加强产融合作，

推动整车及电池企业加快高性能

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建议给予整

车企业和电池企业科研经费支

持，推动整车生产企业加快新一

代高性能产品的开发。通过新能

源汽车技术创新和电池优化，不

断降低用户购车成本，满足企业

中长距离用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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