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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电动汽车受到中东市场欢迎
本报记者 李学华

上半年东南亚企业上市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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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口达峰时间提前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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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

和越来越紧迫的减排压力，中东地区国家加

快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和经济多元化，发展绿

色交通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制造

的电动汽车凭借高性价比和美观设计，受到

该 地 区 越 来 越 多 业 内 人 士 和 消 费 者 的 青

睐。中东正成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开拓国

际市场的一片“蓝海”。

发展电动车是大势所趋

国际能源署（IEA）研究报告指出，目前

交 通 运 输 领 域 占 全 球 石 油 消 耗 的 60% 左

右。要实现全球减排目标，必须大幅度提升

电动汽车占比。发展电动汽车已成为中东

各国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一环。

阿联酋是海湾地区第一个承诺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国家。阿联酋为此制定

了“国家电动汽车政策”，提供如免费注册、

免费停车以及降低充电费和通行费等优惠

措施，推动电动汽车行业发展。阿联酋已将

20%的联邦政府机构车辆改为电动汽车，并

设定了到 2030 年至少 30%的政府部门车辆

和 10%的道路车辆为电动汽车（纯电动汽车

或混合动力汽车）的目标。到 2050 年，阿联

酋道路车辆中 50%将是电动汽车。

在沙特战略转型的纲领性方案“2030 愿

景”中，发展电动汽车产业是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2022 年，沙特政府推出国家电动汽车

战略，除了提升电动汽车市场占有率外，沙

特政府还为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提供了一

系列激励措施，包括减税和补贴。此外，沙特

政府还设定了 2030 年首都利雅得电动汽车

占比达到 30％、年产 30 万辆的目标。沙特已

于 2022 年 8 月完成了电动汽车充电站基础

设施的相关配套政策制定，推动充电基础设

施加速落地。

埃及政府于 2018 年启动《电动汽车发展

计划》，目标是到 2025 年，电动汽车占汽车总

量的 2%；到 2030 年，电动汽车占汽车总量的

10%。埃及政府为了实现上述政策目标，采

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优惠，以激励和支持

电动汽车及充电站的投资和消费。

卡塔尔政府提出的目标是到 2030 年，纯

电动汽车普及率达到 10%，扩建 1.5 万个充

电站，公共交通 100%为电动大巴。

中东地区国家政府纷纷推出电动汽车

推广计划，加快了电动汽车市场的成长，消

费 者 对 电 动 汽 车 的 接 受 度 和 认 可 度 不 断

上升。

中国车企竞相发力

根据普华永道最新发布的《2024 年电动

汽车展望：阿联酋篇》报告，预计到 2030 年，

电动汽车在阿联酋新型乘用车和轻型商用

车新车销售中的市场份额将超过 15%（约 5.8

万辆），而到 2035 年，这一份额将增至 25%

（约 11.05 万辆）。国际咨询公司亚瑟·D·利

特尔预计，阿联酋电动汽车市场将在 2022 年

至 2028 年间以每年 30%的速度增长。德勤

公司预测，到 2030 年，沙特电动汽车市场总

值预计将达 280 亿美元。

中东地区对电动汽车及配套设施的巨

大需求对于中国车企无疑是重大利好和不

可错过的机遇。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120.3 万辆，同

比增长 77.6%。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

球的比重已超过 60%。除了满足国内市场

的需求，“出海”成为行业的一致动作，中东

成为各大车企争相开拓的重要市场。2023

年前 10 个月，中国汽车中东出口量为 57.81

万辆，同比增长 32.61%，其中新能源汽车超

11 万辆，同比增长 66.44%。

迪拜壹路集团副总裁谢启伊介绍，电动

汽车已成为中国品牌汽车在中东地区的一

张新名片。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中国

宇通客车向卡塔尔提供了 1002 辆世界杯专

用电动大巴，并在世界杯结束后投入本国公

共交通系统。2023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8）在迪拜召开，为大会提供服务的电

动大巴中，来自宇通、比亚迪和金龙等中国

制造商的电动大巴占一半以上。2022 年 10

月，红旗电动汽车成功“加入”迪拜警队，成

为迪拜警方的首款电动汽车，红旗 E-HS9

目前已经成为当地酋长、王室成员和政府要

员最喜欢的电动汽车之一。

2022 年底，吉利旗下的电动商用车品牌

远程汽车与阿联酋企业签署 1000 辆电动商

用车订单。2023 年 9 月，吉利旗下另一个电

动汽车品牌——极氪汽车分别与阿联酋、沙

特、卡塔尔、巴林经销商签署了国家级总代

协议，共建销售服务网络；2024 年 3 月，极氪

001 和极氪 X 两款电动汽车在阿联酋、沙特

开启销售。

比亚迪从 2023 年开始进军中东市场，进

入 阿 联 酋 、沙 特 、约 旦 、卡 塔 尔 、以 色 列 等

国。2024 年 5 月，比亚迪在沙特首都利雅得

首家门店正式开业。2024 年 6 月，比亚迪在

阿联酋完成了第 1000 次交付。比亚迪已在

中东地区确立了电动汽车品牌的领先地位。

其他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如长城、北汽、

长安、小鹏、创维等也纷纷开拓中东市场。

中国电动汽车凭借高性价比和美观设计，受

到越来越多中东消费者的青睐。

根据以色列汽车进口商协会发布的数

据，2023 年，中国电动汽车约占以色列电动

汽车市场份额的 61%。2024 年上半年，市场

份额提高到 68.31%，比亚迪成为销售冠军品

牌，其中 ATTO 3 以 7265 辆的销量成为上

半年以色列最畅销车型。在约旦、埃及等

国，中国品牌电动汽车销量也在不断增长。

业内人士普遍看好中国品牌电动汽车

在中东的销售前景。普华永道全球和中东

电动汽车负责人海科·塞茨预计，未来几年

将会在阿联酋看到更多来自中国公司的电

动汽车车型。总部设在迪拜的格拉斯哥研

究咨询公司发布报告认为，中国汽车制造商

抓住机遇，提供可靠且经济高效的电动汽

车，这使他们成为阿联酋向绿色未来转型的

关键参与者。

助力中东完善产业链

壹路集团执行总裁章晨灵认为，中国电

动汽车产业链完备，上下游的电池、储能、基

础设施等各方面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不少

中东国家的目标不仅是进口电动汽车，更希

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来推进本国电动汽车

产业链发展，以壮大其本土制造能力，从而

助推本国工业化进程。中国汽车企业进军

中东市场，最佳切入途径是选择一个可靠的

当地合作伙伴，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政

府的优惠政策，又可以有效应对一些贸易壁

垒。双方合作可以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2024 年 3 月，荣鼎咨询公司发布研究报

告认为，中国电动汽车相关行业的对外直接

投资正从北美转向欧洲、中东和亚洲。报告

预计，2024 年中国电动汽车海外投资仍将保

持强劲态势，中东和北非将跃居第二位。

2024 年 6 月，埃及 GV 投资公司与中国

一 汽 集 团 达 成 合 作

协议，计划于 2025 年

一 季 度 开 始 在 埃 及

生 产 中 国 一 汽 的 平

价 电 动 汽 车 。GV 投

资 公 司 的 目 标 是 在

未 来 3 年 至 5 年 ，使

车 辆 65% 的 零 部 件

实现本土化，并将产

品 出 口 至 中 东 、非

洲 、欧 洲 和 拉 丁

美洲。

2024 年 7 月，比亚迪与土耳其政府签订

协议，比亚迪将投资 10 亿美元在土耳其建立

一个年产 15 万辆电动汽车的工厂，并设立一

个研发中心。该工厂预计将于 2026 年底投

产，可提供 5000 个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不少海湾国家的主权财富基

金也对中国电动汽车表现出浓厚的投资兴

趣。2023 年 6 月，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企

业家大会召开期间，沙特投资部与中国电动

汽车制造商华人运通签署了一项 56 亿美元

的合同，计划建立一个集汽车研究、开发、制

造和销售于一体的合资企业。同月，蔚来汽

车宣布与阿布扎比主权基金 CYVN 签订股

份认购协议，CYVN 将通过定向增发新股和

老股转让的方式向蔚来进行总计约 11 亿美

元的战略投资。

中东地区处在亚欧非三大洲交界之处，

有些国家享有免关税进入欧洲和北美市场

的待遇。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在满足当地市

场需求的同时，也可以将中东地区国家作为

开拓第三方市场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从这

里辐射欧洲、非洲等更广阔的市场。中国与

中东地区国家在电动汽车领域的合作前景

广阔、潜力巨大。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最新报告显示，受

地缘政治、高利率环境和流动性减少等因

素影响，今年上半年东南亚地区企业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 （IPO） 数量减少 21%至 67

宗，IPO 融资额下降 59%至约 14 亿美元，

IPO 市场总值下降 71%至 58 亿美元，延续

了自 2022 年下半年以来的颓势。

德勤表示，今年上半年东南亚地区没

有重量级 IPO 出现，只有一宗市值超过 10

亿美元、筹资额超过 2 亿美元的大型 IPO。

相比之下，2023 年同期则有 3 宗大型 IPO，

每宗筹资规模均超过 6 亿美元。今年上半年

下 滑 趋 势 明 显 ， 意 味 着 IPO 市 场 情 绪 低

迷，投资者和有意进行挂牌的从业者，仍

在继续关注宏观经济表现。

新加坡上半年股票融资下滑近八成，

创近 30 年来新低。新加坡上半年共有 6 家

企业进行 IPO，融资总额为 5930 万美元，

同比增长 8.6%。不过，这其中只有一家企

业在新加坡本地上市，其余企业都在美国

和香港等海外市场上市。这些企业在进行

IPO 后 表 现 不 理 想 ， 股 价 平 均 呈 下 降 趋

势，加上在海外上市所需的高合规成本，

凸显了企业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中保持投资

者信心和市值稳定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受宏观经济不振和长期高利率影响，

新加坡股票相关融资在今年上半年同比下

降 77.4%至 5.9 亿美元。融资额接近历史最

低时期 1996 年上半年的 5.3 亿美元。根据伦

交所 （LSEG） 日前发布的新加坡上半年投

资银行业务回顾报告，今年上半年，在新

加坡注册的上市企业通过后续发行共融资

5.3 亿美元，同比下降 76.6%。

去年在 IPO 市场表现居首的印尼，今年

上半年表现惨淡。主要原因是印尼在 2 月份

举行总统大选后，投资者仍持续抱观望态

度，并期待新政府能出台更多利好的经济政

策。数据显示，上半年在印尼进行 IPO 的企

业市值锐减 92.2%，至 12.2 亿美元；募资金额

也减少 89.1%，至 2.48 亿美元；企业挂牌宗数

减少 43.2%至 25 家。

马 来 西 亚 IPO 数 量 约 占 东 南 亚 地 区

IPO 总数的三成。今年上半年，马来西亚

共有 21 宗 IPO，筹资总额 4.5 亿美元，占东

南亚地区筹资总额的 33%，虽然较去年的

15%大幅提升，但主要原因是其他国家表现

不佳。去年同期，马来西亚有 16 只新股上

市，筹资总额 5.1 亿美元。今年发行的新股

因规模较小，虽然数量更多，但筹资额却

在下滑。

德勤马来西亚 IPO 市场专家黄家俊表

示，自 2018 年以来，马来西亚创业板新上

市企业数量都超过主板，大多数创业板新

上市企业在上市后股价上涨。其中一半企

业 一 周 后 的 股 价 涨 幅 达 到 两 位 数 ， 显 示

IPO 估值合理，市场流动性充裕进一步提

供支撑。预计拥有知名品牌的消费行业将

继续成为马来西亚经济的基石，在其强大

的市场影响力带动下对下半年的 IPO 前景

表示乐观。

德勤东南亚会计服务与财务报告合伙

人郑惠玲指出，尽管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前

景被看好，外国直接投资也不断增加，但

是地缘政治不稳定、高利率环境都对东南

亚市场与投资者情绪造成影响，导致今年

上半年 IPO 市场平淡。

未来，利率的潜在下降可能会刺激地

区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 上市活动的回

归。此外，许多人工智能 （AI） 及与人工

智能相关公司仍处于早期阶段。郑惠玲预

计 ， 未 来 几 年 将 有 一 波 显 著 的 人 工 智 能

IPO 浪潮，利好 IPO 资本市场，为市场带

来创新和新机遇。

德勤预计，明年东南亚地区 IPO 情况

有望好转，对降息的预期升高，加上与 AI

相关的企业挂牌上市，有望提振东南亚地

区市场。从历史表现来看，2020 年至 2022

年 ， 通 常 都 是 下 半 年 IPO 的 表 现 好 于 上

半年。

另外，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6 月 27 日发

布的 《2024 年二季度全球 IPO 趋势报告》

显示，亚太地区今年上半年 IPO 融资额同

比下跌 73%至 104 亿美元，数量下降 43%至

216 宗。这与欧洲、中东、印度和非洲等

地区市场 IPO 的表现形成对比。上半年，

印度和非洲地区 IPO 融资额和数量分别增

加 89%和 46%，达到 240 亿美元和 249 宗。

这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地区股市表现良好、

IPO 估值水平得到改善，以及投资者对新

发行的踊跃态度。其中，印度和非洲地区

占全球 IPO 份额更是创下 2008 年国际金融

危机以来新高，达 45%。

另外，亚太地区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

势、选举、经济放缓、利率上升，以及市

场流动性枯竭等多重不利因素，导致市场

情绪受挫，使得在东南亚地区 IPO 市场具

有代表性的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

国等国，今年上半年 IPO 表现均不佳。有

关 机 构 和 专 家 预 计 ， 下 半 年 东 南 亚 地 区

IPO 市场将有可能趋于好转。

世界人口数量什么时候达

到峰值？联合国日前发布的

《2024 年 世 界 人 口 展 望 ：结 果

摘要》报告预测，这一时间为

2084 年，峰值为 103 亿人。值

得 关 注 的 是 ，联 合 国 预 测 的

世界人口达峰时间在不断提

前。10 年前，联合国预测世界

人口在本世纪内达峰为小概率

事件，2 年前则预测在 2086 年

达峰。预测时间的变化，反映

了世界人口增长越来越困难。

世界人口达峰时间不断提

前，至少带给我们两方面警示。

其一，要重视社会老龄化

的挑战。世界人口增长越发困

难的首要原因，是许多国家特

别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

家，生育率在持续下降。统计

数据显示，全球女性平均生育

子女数比上世纪 90 年代减少

一个，超过一半的国家和地区

女性平均生育率低于 2.1，近五

分之一的国家和地区平均生育

率不到 1.4。生育率降低的同

时，大部分国家居民预期寿命

却不断提高。联合国报告指

出，到本世纪 70 年代末，全世

界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将

超 过 18 岁 以 下 的 人 口 数 量 。

这样的人口结构，必然对社会劳动力供给以及养老负担等方

面带来显著挑战。

要更好地应对人口结构带来的挑战，世界各国需从育儿

假制度、普惠型儿童托育服务等多方面着手，健全社会生育支

持体系，提升家庭生育意愿。还要提前布局老龄化社会，挖掘

银发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潜力，提高全社会劳动参与率。此外，

要积极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把握技术

革命浪潮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大幅提升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减

少劳动力供给不足带来的影响。

其二，弥补全球发展鸿沟的重要性。需看到，世界人口增

长困难是结构性的，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面临人口增长动

力不足的问题。一些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和地区，人口

增长态势显著超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根据联合国报告，巴基斯坦的人口总量将在 2100 年超

5 亿，尼日利亚和刚果（金）等国家的人口数量也将持续显著

增长。在此背景下，如果全球发展鸿沟得不到有效弥补，全世

界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在贫困地区，社会财富将进一步集

中。今天国际社会所面对的由于发展不均衡导致的一系列全

球性挑战，届时将变得更加突出。联合国负责经济发展的助

理秘书长纳维德·哈尼夫表示，对那些已经面临严重经济、社

会和环境挑战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人口变化趋势会进一步迫

使他们在消除贫困、饥饿等领域加强投资和努力。

无论是社会老龄化还是全球发展鸿沟，人口问题带来的

挑战已经越来越明显。国际社会需要重视这些问题，更需尽

早行动起来。

世界人口达峰时

间不断提前，反映出

社会老龄化和全球发

展鸿沟问题，挑战已

经越来越明显，国际

社会需尽早行动起来。

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期间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期间，，海格海格、、比亚迪等中国品牌电动汽车为比亚迪等中国品牌电动汽车为

大会提供服务大会提供服务。。图为苏州金龙公司的海格电动巴士图为苏州金龙公司的海格电动巴士。。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