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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能 源 汽 车 出 海 怎 么 看
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 涛 姜智文 陈梦宇 郭 跃 张 懿

近段时间，关于汽车出口的话题不少，国产

汽车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出海”早已不是个别现

象。伴随我国汽车产销量连续 14 年稳居全球第

一位，新能源汽车产销连续 8 年问鼎全球，中国

品牌凭借新能源汽车的“换道超车”，以丰富的产

品种类、过硬的产品质量收获了市场广泛认可，

市场份额不断获得突破，影响力持续提升，并推

动中国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加速“走出去”。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

示，2021 年，中国汽车出口总量首次突破 200 万

辆，达到 201.5 万辆，超越韩国，位居日本和德国

之后；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31 万辆，同比增长

3 倍。2022 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 311 万辆，同比

增长 54.4%，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汽车出口

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攀升至 67.9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进入 2023 年，我国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

势头。一季度，汽车出口同比增长 70.6%至 99.4

万辆，成功超越日本的 95.4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

也达到 24.8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前 5 个月，我

国汽车出口已达 175.8 万辆，同比增长 81.5%；新

能源汽车出口 45.7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汽车出

口额更是达到 2667.8亿元，同比增长 124.1%。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预计，今年我国汽车

出口规模将达到 400 万辆的水平。对此，有外媒

认为，中国今年有望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

车出口国。

更自信站上世界舞台

“我国汽车及新能源汽车出口实现爆发式增

长，说明中国汽车产业出现了一些从量变到质变

的根本性变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兼

产业研究部部长许海东表示，“中国汽车市场正在

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单一市场，具有不同发展周

期和特征，中国品牌开始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会长助理王都也认为，中

国品牌汽车出口迎来了新能源发展机遇期。“在

燃油车方面，相较发达国家，我们的产品技术仍

处于落后状态，而新能源技术我们已处于相对先

进状态。加之欧洲等市场目前资源相对紧张，对

汽车产品需求较大，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提供

了较大空间。”

比亚迪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燃油车时代，

海外汽车品牌占据了高端市场的主导地位，而新能

源汽车时代的到来正在逐渐打破已有的技术壁

垒。新能源汽车给中国汽车工业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让中国汽车品牌可以更自

信地站在世界舞台上”。

机 会 总 是 留 给

有准备的人。“中国

新能源汽车企业抓住了全球汽车产业绿色发展、

低碳转型的重要时机，迅速填补国外用户对新能

源汽车大众化需求的空缺。”王都说。

在许海东看来，这些根本性变化的背后是中

国品牌产品竞争力的大幅提升，在外观设计、产

品质量管控体系、供应链质量和效率管理、服务

体系的发展和创新方面都已与合资企业差距不

大。“中国汽车企业在经历 40 多年的合资合作

后，已建立起完备的汽车供应链产业体系。”

更为关键的是，经过近 10 年的努力，我国新

能源汽车已经具备一定的先发优势。在国家政策

引导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快速迭代发展，国内

新能源三电（电池、电机、电控）供应链高效、完备，

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已拥有十几家知名的新

能源汽车厂家、数百款新能源汽车产品。特别是

一些外资和合资车企在新能源汽车制造方面，也

将中国作为制造基地，并面向全球出口。以特斯

拉为例，其上海超级工厂依托中国完善的供应链

体 系 和“ 中 国 智 造 ”能 力 所 生 产 的 Model 3 及

Model Y 智能电动汽车销往欧洲、亚太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去年全年该工厂共计交付整车超 71

万辆，其中出口超 27万辆，占比近四成。

此外，中国品牌海外直接投资也在发挥作

用，为汽车出口积累丰富的经验。例如，长城在

俄罗斯、泰国、巴西等国家和地区投资建厂，吉利

入股马来西亚宝腾汽车等直接投资行为，都代表

了中国品牌国际化发展的坚定信心。

“中国汽车品牌在国内竞争中市场份额逐渐

提高，去年年底已达到 49.9%，今年 1月至 4月则提

升至 53%。”许海东表示，“现在，中国品牌正加速

发展海外市场，对于推动我国汽车产业‘双循环’

格局的构建发挥了积极作用。”

“走出去”方式更多元

汽车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出口规模不

断攀升，不仅能助力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还能

促进汽车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

设，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尤其在智能化、电动

化大趋势下，中国品牌凭借新能源技术优势，也

将进一步提升在全球市场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自去年 4 月成为全球首家宣布停售燃油车

的车企以来，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市场呈现出一骑

绝尘之势，更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香饽

饽”。2022 年，比亚迪全年累计销量达到 186.85

万辆，同比增长 152.5%，在连续十年稳居中国新

能源汽车销量第一的同时，更超越特斯拉成功拿

下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

与此同时，比亚迪在海外市场布局方面也从

最初的电池、电子业务“出海”，以及以新能源公

交、大巴等产品为主导的商用车“出海”，逐渐发展

到以乘用车为核心产品的新一轮“出海”。2021

年，比亚迪宣布与挪威汽车经销商合作，将唐 EV

打入挪威市场。去年 10 月，BYD ATTO 3 在泰

国市场上市后掀起“抢购潮”，短短 42 天便获得订

单 10305辆。今年以来，比亚迪更是连续 4个月蝉

联泰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目前，比亚迪新能

源汽车已在全球服务超过 410 万车主，纯电动大

巴足迹遍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积累了一定的产

品口碑、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长城汽车也是早在 1997 年便以皮卡拉开了

“出海”序幕。面对当下的智电新浪潮，长城目前

的出口也以智能化、新能源产品为主，包含旗下

欧拉、魏牌、哈弗等多个品牌的全球化车型，已出

口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销售渠道超 700 家，

销售区域覆盖俄罗斯、泰国、巴西、澳大利亚、沙

特、南非、智利、厄瓜多尔以及欧洲区域内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核心城市商圈，并在澳大利亚、南非、

中东等重点市场建立了海外配件中心库。

“长城汽车是率先实现在海外布局 3 家全工

艺整车生产基地的中国汽车企业，也是首个在海

外建立新能源整车生产基地的中国汽车企业。”

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1 月至 4 月，长

城汽车海外销售量达到 73789 辆，同比增幅为

99.13%。主要增量是欧洲及东盟市场，因为需求

缺口巨大，所以市场反响热烈。”

除了产品出口、在海外直接建厂外，中国品

牌“走出去”的方式正变得越

发多元。已有 20 年“出海”经

验的吉利汽车已从全球供

应链体系、产品出口、技术

“出海”，进入“产品、技术、

人才、管理”全产业链输出

的新阶段，正利用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增强

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和整合

能力。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4 月 ，吉 利 汽 车 集 团 出 口 量 达

75694 辆，同比增长超 54.4%。

2022年，吉利汽车首次将技术输

出到汽车工业发达国家。通过入股

雷诺韩国汽车，联手研发、制造和供

应混合动力总成和燃油动力总成技术；

将纯电动 SEA 浩瀚架构技术授权给波

兰电动汽车制造商EMP。此外，吉利与

马来西亚汽车品

牌宝腾的合作已

迈入第七年，吉利

输出了多款产品

以及发动机技术，

并助力其开启新能源转型。

广汽集团则选择持续在科研创新方面

发力，加快向科技型企业转型。随着广汽

欧洲研发中心暨广汽米兰前瞻设计中心在

去年 11 月开业，广汽集团已构建起以广汽

研究院为核心，以广汽美国研发中心、广汽

欧洲研发中心、广汽上海前瞻设计工作室

为支撑的广汽全球研发网；广汽设计团队

形成了米兰、洛杉矶、上海、广州“三国四

地”的全球化设计创新体系。

目前，广汽集团主要以整车出口为主，产

品涵盖 SUV、轿车、MPV 等车型，覆盖中东、亚洲、

欧洲、非洲、美洲五大板块30个国家和地区，初步构

建起覆盖全球的销售及服务体系。作为广汽“万亿

广汽 1578 发展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2030 年广

汽将在海外市场挑战出口 50 万辆汽车的目标。

在商用车方面，北汽福田已连续 12 年蝉联

中国商用车海外出口销量第一，累计出口近 80

万辆。2022 年，北汽福田出口达 8.8 万辆，实现从

量价齐升、产品力增强到本土化 KD 生产和营销

网络的完善。在全球“去碳化”趋势下，北汽福田

近年来正加速新能源产品“走出去”，旗下纯电动

轻卡、VAN、公交车等新能源产品已通过 WVTA

欧盟整车型式认证，正在全面“驶入”意大利、波

兰、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地区。

有风景亦有风浪

“出海”路上有风景也有风浪。中国汽车出口

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压力。

“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来看，我们担心一些国

家强制实施供应链脱钩，这种逆全球化的做法将

会影响中国品牌开拓国际市场。”许海东说，“此外

中国汽车产品出口还面临各种市场限制、加征关

税等风险。”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

也认为，当前，电动化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发展公认

的趋势，而中国恰恰在这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这也

对传统汽车领域优势品牌造成了威胁。

除了国际环境，中国品牌自身的国际化发展

能力也仍有提升空间。许海东认为，在关键核心

技术、关键零部件方面国内品牌还存在短板。企

业国际化体系能力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如国际

航运保障能力、本地化的金融服务能力、供应链

的海外协同发展能力，海外售后服务、二手车租

赁报废回收等体系能力都还处于学习、实践和建

立过程中。海外直接投资模式还处于起步阶段，

在总结梳理自身有效的管理模式、建立国际通行

的企业文化方面经验还不足。

“此外，从市场竞争态势来看，目前中国汽车

出口规模已达到较高水平，欧美、日本、韩国的车

辆供给正大幅回升，国际汽车供给环境正在改

善。加之全球汽车市场面临国际经济下行压力

等，也给中国汽车出口带来一定压力。”王都说。

要抓住机遇就必须勇于接受挑战。车企在

“走出去”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还是要持续提升产

品核心竞争力，开发适应国外消费者需求的产

品，同时要持续加强品牌建设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车企需要提升技术水平，确保自身产

品技术等达到当地标准，特别是在测试、环保等

各方面。”王都提醒，“在销售维护方面也要做相

应的努力，不管是充电设施还是售后维护等，都

要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确保消费者的用车满意

度，防止出现服务烂尾现象，以此打造中国新能

源汽车出口的口碑和信誉。”

车企要想打造世界级汽车品牌，需往哪些方

向努力？许海东认为，企业要建立和完善本地化

的营销体系，实施差异化竞争，突出自身产品特

性，打造以提升出口地客户满意度为导向的本地

化售后服务能力。要建立本地化的研发能力，及

时收集出口地消费者需求，理解其文化、消费习

惯、使用习惯等需求信息，及时对产品进行改进

和提高。同时，企业要具备输出自身有效管理模

式的能力，如质量控制和供应链管理模式、高效

的生产方式等，特别是要总结企业的管理文化和

价值观，将这些企业的有效管理模式结合当地特

点进行输出；并且通过多种宣传方式传播企业品

牌背后的价值体系，讲好品牌故事，积极履行企

业社会责任。此外，企业要具备国际化发展的资

本保障能力，以及提供全球化人力资源的能力。

“海外品牌塑造和直接投资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投

资，企业要有长期的战略定力。”许海东说。

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再上新台阶，王都建议国

家在相关政策上也需有所支持。首先，加强与各

国间的贸易协定，并从内容上对汽车出口进行适

当倾斜。其次，加大对汽车出口的金融支持力

度，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支持有条件的汽车生产

企业或金融机构在境外投资设立汽车金融公司，

积极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在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进一步压减承保审批时限，鼓励引导基金加大

对汽车海外投资项目的投资力度。再次，加快建

设汽车出口服务平台。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设

汽车行业国际营销服务公共平台，推动国内企业

在境外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

汽车产品的仓储、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体系，提

升整体竞争力。

推动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

杨忠阳

根据中汽协整理的海关总署

数据，今年一季度，我国汽车出口

量已超越日本。按照业内预计，今

年 我 国 汽 车 出 口 量 将 突 破 400 万

辆，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

我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屡屡

实现新突破，原因在于经过多年的

市场磨练，自主品牌汽车在产品外

观质量、内在技术品质，以及产业

链支撑等方面均能满足全球多样

化市场需求，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表

现 更 为 出 色 ，已 具 有 全 球 比 较 优

势。同时，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和

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客观上

也加快推动了企业和产品更好地

走出去。

出口一般代表着该国商品在

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汽车又是民用

工业品的集大成者，其出口数量和

质量更是汽车出口强国的重要标

志。不过，全球汽车出口第一大国

并不等于汽车出口强国。在经济

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地缘政治博

弈加剧的背景下，我们更应通过专

业和理性的分析，厘清国际汽车制

造业的底层逻辑，不简单为数字上

的某个第一而迷惑。

海关总署的出口量是按属地原

则统计的，即从中国生产出口到海

外，代表的是“中国制造”的力量。这里不全是中

国品牌，还包含了特斯拉、通用别克等外资品

牌。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

产的产品在我国的出口数量中具有较高占比。

衡量一国能否成为汽车出口强国，不仅要

看其海外出口总量，还要看出口总

量在本国汽车产品中的占比。以德

国和日本为例，2022 年德国出口汽

车 261 万辆，国内新车销量为 287 万

辆，出口占比为 90.9%；日本出口汽

车 381 万辆，国内新车销量为 417 万

辆，出口占比 91.4%；而我国出口汽

车 311.1 万 辆 ，国 内 新 车 销 量 为

2686.4 万辆，出口占比仅为 11.6%。

由于中国本土市场非常大，海外销

量占比很难有德、日之高，当然，参

考美国，该比例达到三分之一，还是

较为合理的。这意味着，要成为汽

车出口强国，我们的海外出口量要

达到 1000 万辆左右，短时间内还有

难度。

不可否认，我国已超越日本、德

国成为汽车第一出口大国，但还要

看到，日本、德国的相当部分车企早

已在海外实现本土化经营，实现当

地建厂、当地生产和销售，这部分数

据并未统计进出口总量中。从更宽

视野来看，这些在海外生产的产品

不仅满足了当地消费者的需求，给

当地创造了可观的 GDP、税收和就

业，提升了其品牌的全球影响力，且

有效避免了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摩

擦。因此，在汽车出口总量成为全

球第一之后，我们不仅要加快海外

出口总量在本国汽车产品中占比的提升，

更要加强车企海外本土化经营水平

的提升，充分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

从而推动汽车大

国迈向汽车强国。

从世界范围来看，汽车强国往往都是汽车出口大国，这也是我国成为汽车强国

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量价齐升，刚刚发布的 5 月份最新数据显示，

我国汽车出口特别是新能源车出口延续高增长势头。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国际

竞争力不断提升，受到海外消费者青睐，车企也积极抢抓机遇大力开拓海外市场。

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势头为何持续强劲？车企“出海”经历了哪些变化？国际市场

的风浪又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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