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筑中国电动车生态圈：强

化关键抓手，把握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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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其重点是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业界

普遍认为，加速推广电动车（EV）不仅将有效降低中国对于石油进口的依

赖、缓解城市拥堵区域的空气污染，还有助于本国车企和供应商在面对更

具实力的国际企业时赢得竞争优势。 

然而，尽管中国政府向车企、供应商、消费者和研究机构进行了多种

形式的逾 37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中国的电动车产业生态圈的建设仍然落

后于其他领先市场。此外，中国距离自身在电动车销售、基建配套和技术

发展等各个方面设定的目标相差甚远。 

我们着眼于当前中国的电动车产业生态圈，强调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

验中汲取可资借鉴之处。然后总结出一系列问题和可能选项，这些可在各

方讨论推动中国电动车发展的政策框架时作为参考。我们无意就政府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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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应当采取哪些措施给出直接或间接建议。 

以下是我们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电动车公共政策进行分析后总结的经

验： 

-给予消费者更大的选择范围，进口和国产纯电动车（BEV）以及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都能够有效激活需求，促进良性竞争。 

-向非传统意义上的新进入者辅以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此举可提升供

应端的竞争优势，刺激现有从业者加速行动。 

-虽然一次性货币补贴对于激活早期消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经常性补

贴如停车费减免、高速费减免，以及非货币福利诸如共享专用公共汽车车

道、专用停车位等也同样重要。 

-在与车企、公用事业部门和基建供应商的多方合作中，政府应发挥其

重要作用，为电动车充电和基建开发制定一套统一的国家标准，为开发商、

业主、租户和消费者提供更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合力促进充电设施建设的

快速推进。 

这些经验就中国该如何最有效地鼓励电动车发展提出了一些可能的问

题和选项： 

-就符合补贴标准的电动车拟定一份全国统一的目录是否有益？将进

口和国产 BEV和 PHEV同时纳入全国目录有助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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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传统和非传统供应端之间最有效的平衡？加强电动车供应端的

竞争会有助于刺激创新，例如，向非传统型车企和供应商发放仅限电动车

的生产许可。 

-在鼓励消费者购买和更为便利地使用电动车方面，平衡货币和非货币

鼓励措施能够产生哪些作用？ 

-政府该如何与车企、供应商和公用事业部门协商制定充电和通讯协议

的国家标准，从而避免在不兼容的充电设施与技术领域产生浪费和重复投

资？ 

其他一些选项，例如对符合要求的电动车实行进口关税减免以及取消

外资控股的生产限制和合资要求等，都将在短期对电动车的普及和生态圈

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同时，这些政策还能清晰表明政府力推电动车发展

的决心。但同时将很可能对本地从业者带来挑战。 

一些政策选项，如对重度污染和拥堵城市实行仅限电动汽车新车上牌，

可能对缓解空气污染的作用有限。这些政策反而会给汽车产业带来一些预

期外的消极后果，比如车企可能会大幅削减研发投入。 

发展电动车能够为中国的生态环境、本地汽车产业和热切的购车者带

来显著利益。我们希望本报告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间的良性辩论提

供事实依据，从而在正确的前进道路上进行准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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