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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 新能源汽车发展何去何从？

 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2.3%和4.0%。这是我国大力推广新能源
汽车10年来，年度产销首次出现负增长。

 屋漏偏逢连夜雨，2020年1月，春节假期叠加疫情影响，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0万辆和4.4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5.4%和54.4%；动力电池装机量约2.32GWh，同比下降53%。2月，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将进一步显现，截至2月中旬，4
S店恢复营业的数量仅有去年同期的5%，这意味着2月份销量极有可能会跌去90%，基于此，2月整体销量也难言乐观
。

 一、疫情下供需受较大影响，产业链企业承压

 1需求端：汽车消费、网约车运营、充电企业等需求承压，短期难以提振。

 不同于餐饮、旅游等快速消费服务，汽车作为长决策周期刚需产品，大部分需求不会因疫情消失，只会导致购买行
为延后，部分向第二季度至第四季度转移。随着疫情的消失，临时受到压制的消费需求会得到重新释放，但是，由于
第三产业受影响明显，中小企业主及其从业者收入降低，可能会对增购和复购人群的需求造成抑制。因此，预计新车
销售短期内将急剧下降。据访谈，2020年2-6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同比预计减少90%、70%、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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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疫情影响下的汽车销量趋势推演

 在网约车市场，除了疫情带来的出行需求下降外，部分城市停止运营、供应商亏损等问题也在短期内迅速爆发。而
新能源汽车市场，有一个显著的市场特点，从车辆上险情况来看，B端客户的上险数量至少超过总上险数量的一半，
个人用户比例相对较少。目前的疫情导致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司机等对复买、换购的需求大大降低。

 疫情的影响也进一步向下传导至充电运营企业，据访谈，2月充电量将下降80%以上，预计到3-4月份，才能逐步恢
复至疫情前水平的40%-50%，至6月才能完成恢复。

图2 北汽新能源2019年纯电动乘用车上险数分布

单位：万辆/%

 2供给端：消费抑制、上游供应不足等导致整车产量临时受到压制，产业链整体受到冲击

 根据预测，疫情预计在今年4月会消除影响，自1月末春节假期及各地封闭管理开始，经历2-3个月的“特殊时期”
，消费者购车行为无法进行，而新能源汽车行业具有明显的“以销定产”的特点，汽车制造商无法生产，进而上游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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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企业无订单、无法排期、零部件供应不足等情况出现，最终导致整个产业链目前处于临时受到压制的局面。

 然而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制造企业、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大部分处于应收账款高企、现金流紧张的局面，销售
短期内的急剧萎缩、产业链供应不足等情况的出现将会加剧部分企业现金流紧张的局面，甚至导致部分企业现金流断
裂，财务情况进一步恶化。

表格 5 上市公司2019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

 3企业内部影响：短期内多项成本被推高

 受疫情影响，新能源汽车产业制造企业、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多项成本，如物流成本、人力成本、抗疫成本等预计均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增加。

 以人力成本为例，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至2月中旬，全国183个汽车生产基地仅有59个基地复工，复工率仅
为32.2%，大量人员处于居家隔离、无法返工和返工后隔离的状态下，企业在无法复工的情况下，承担着高额的人力
资源成本和复工后人员的抗疫成本。

 以物流成本为例，根据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月，快递发展规模指数为169.7，同比下降12%，发展趋势指数为57.8
，同比下降19.1%。可以反映出，受疫情影响，物流效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滑，同时，为了保证应急物资及时送达，
快递等物流运输产业将有效运力大量集中于应急物资运输，势必导致企业生产资料运输效率较低/成本提高，推高企
业生产成本。

 然而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制造企业、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大部分处于应收账款高企、现金流紧张的局面，销售
短期内的急剧萎缩、产业链供应不足等情况的出现将会加剧部分企业现金流紧张的局面，甚至导致部分企业现金流断
裂，财务情况进一步恶化。

 二、长期向好，加速产业转型，催生新模式

 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防控措施，所以，疫情的发展是可控的、暂时的，并不能改变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发展的步伐。相反，在这段时间内，新能源汽车产业更有机会梳理自己的产品线，建立强大
的客户粘性，切实基于用户需求，提升竞争力。危机的出现，也将促使新能源汽车行业诸多参与者重新审视和产业的
中长期发展，从而加速推动行业变革。

 1加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优胜劣汰，重塑产业链格局

 疫情对车市的冲击，看似是销售这一个环节的影响，实则是对整条产业链的冲击。展望未来，此次疫情将会是对产
业链格局的重塑。从产业的优胜劣汰来看，头部企业具备较为明显的系统性优势，应对突发事件可整合的资源更多，
强大的资金、技术、客户粘性等储备更容易让头部企业在冲击中生存下来。预计在疫情过后，头部企业的优势将进一
步加大，产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从产业链格局来看，“以销定产”“低库存”等长期存在于汽车产业链的供应格
局可能被打破，适当的提前生产、适当的库存帮助企业顺利度过突发事件下的供应不足、无法生存的局面，上游采购
、制造的持续优化，下游的销售加速提升转换率，抓紧盘活存量，营销加速智能化等反思，都将重塑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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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刺激产生新的消费需求

 由于疫情通过近距离飞沫传播，对于那些无车家庭，疫情的发展会刺激一部分首购需求。据《经济观察报》及网络
调研统计，55%的被调查者所在地区出现了出行不便的情况，而其中46%的原因是缺少交通工具。基于此，有高达84.
6%的网友认为疫情之后购买私家车变得更为必要。

 3引发新的零售模式

 此次疫情期间，上汽、蔚来等企业均提供了线上订车等模式，有效减少店内等待时间，线上销售成为了最安全、最
容易的消费渠道，疫情过后，随着供需关系的深度调整，以及互联网+、大数据、AI技术等技术快速发展，以线上体
验、选车、购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新零售模式会加快发展。

 4推进新能源汽车在大数据、无人驾驶等多场景下的应用

 在本次疫情中，大数据发挥了巨大优势，通过手机信号、航班高铁实名制等信息，快速追踪、模拟人群去向，对疫
情控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电池数据、车辆运行数据等只被作为监测电池、车辆是否安全运行使用，而在
疫情的驱动下，新能源汽车所搭载的大量芯片，可用于车辆实时反馈数据、大数据分析等，对特定人群定位、突发事
件控制等可起到重要的数据支撑作用。无人驾驶等智能网联技术：在本次疫情中，为了防止人与人的接触，出租车、
网约车、快递业务等营运业务受到重挫，多地暂时叫停相关业务，无人驾驶可以有效规避拿取快递、出行过程中，人
与人在密闭空间内的接触，疫情的发生也将有效推动无人驾驶等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三、政策建议

 2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称，扩大消费是对冲疫情影响的重要着力点之
一，要积极稳定汽车等传统大宗消费。可以预期，在疫情得到控制后，众多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将陆续出台，在政策
预期的护航下，新能源汽车行业长期向好的局面必然不会改变。

 1建议进一步放宽汽车消费限制，增加车牌供应，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牌照供应量

 北上广深等城市，由于城市路网的交通压力，近年来均采取“摇号”等限牌措施，以北京为例，每年投放机动车牌
照10万张，其中6万张为新能源汽车牌照，而新能源牌照已近五十万，排期约9年，可见有明显的消费潜力。地方政府
可通过燃油车区域限行、调峰限行等方式，将路权适当向新能源车辆倾斜，这样在平衡路网压力的同时，可适当增加
新能源汽车牌照供应，可为新能源汽车消费贡献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销售量。

 2建议进一步引导电动化转型，以多种方式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

 （1）在个人消费方面，建议将家庭购买新能源汽车计入个税减免范围。个税改革后，购房贷款可以一定金额抵扣
个税，新能源汽车消费同属家庭大宗消费，建议以一定金额计入个税抵扣范围。同时，鼓励个人将保有的燃油车型替
换为新能源汽车，并在替换时给予一定金额的置换补贴。

 （2）在公共消费方面，目前，各种形式的网约车、出租车、公务用车等保有量近900万辆，建议以一定的政策手段
，在5-6年内将上述车辆替换为新能源用车，既可实现公用出行车辆的电动化、环保化，也可每年为新能源汽车市场
贡献百万辆销售。

 3建议在即将出台的各项产业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力度

 （1）在物流、公务、出租等领域，先行先试燃油车禁售政策，鼓励部分大气污染严重城市和新能源汽车普及率较
高的城市先行先试燃油车禁售。

 （2）加快公用充电桩、个人充电桩等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我国公用充电桩、私人充电桩建设远不达预期，要
大力增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消费者购买信心。

 （3）延长新能源汽车补贴，这将有利于增强本土新能源汽车制造商信息，快速组织生产，走出疫情阴霾，持续提
升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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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进一步修订《双积分政策》，加大车企获取正积分难度，提高积分价格，降低积分流转市场上的供给，从而
对新能源汽车市场起到调节作用。

 （5）积极鼓励各地方政府成立新能源汽车产业引导基金、纾困基金等，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建设，适当补充企业
流动性，加大项目投资力度，尤其是大型项目投资力度。

 尽管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但新能源汽车产销不同于整体车市，更多是政策驱动影响，根据
近期政策趋势，我们可以推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2020年将迎来一波政策红利，叠加疫情解除后消费需求的释放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未来几年内也必将迎来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黄金时期。据测算，2020年新能源汽车
全年销量有望达到140万辆，较2019年增长约20%，重回增长通道。（本文作者李东昌，现任中咨华澍新能源投资部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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