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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problems follow.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s one of China’s seven major emerging industries, its industrial de-
velopment has been thought important by our country.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and built a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China’s new 
energy automotive industry to assess the macro environment (Policy, Economy, Social, Technolo-
gy) by use of PEST analysis model in marketing management. As a result, this paper summed up 
the current macro environment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s market and gave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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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全球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随之而来。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七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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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其产业发展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本文描述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现状，并利用营销管理中常用

的PEST分析模型，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所处宏观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

会环境和技术环境)进行评估，进而总结出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宏观环境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在此

基础上给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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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文明不断进步，但是随之而来的全球污

染、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不断涌现。汽车产业由于自身特性，属于高污染产业，产业快速发展

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环境高污染，致使生态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此背景下，全世界各国提出了

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力度，将新能源技术应用在各个行业中，寻求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1]。 
新能源汽车作为低碳环保的重要产品，其产业发展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青睐。国内外对于商业模式的

研究，大多从商业模式的定义和构成要素、创新与演化路径、模式设计等角度展开[2]-[10]。新能源汽车

产业作为我国七大新兴产业之一，从 2001 年发布《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开始发展起来，

特别是 2009 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这是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宏观层面，分析宏观环境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的影响，对其产业

未来发展方向和国家战略方向具有借鉴意义。 
PEST 模型由美国学者 Johnson. G 与 Scholes. K 在 1999 年提出，主要从政治(Political)、经济

(Economic)、社会(Social)、和科技(Technological)四个宏观层面分析行业(或企业)所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

对行业(企业)所造成的影响[11]。从整体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所处的宏观环境对其产业发展起到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运用营销分析常用的 PEST 模型，构建出一个对外部环境的理论分析框架(如表 1)，
进而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分析，并在给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Table 1. PEST analysis framework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表 1. 新能源汽车产业 PEST 分析框架 

分析要素 具体内容 

政治环境 国家政策内容(战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法规标准)、政策数量、政策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关系 

经济环境 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汽车保有量、新能源汽车价格 

社会环境 能源消费数量、居民环保意识 

技术环境 专利申请数量、技术领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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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简介 

2.1. 新能源汽车的定义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定义主要采用 2009 年 6 月 17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

产品准入管理规则》中对新能源汽车的定义，即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非常规的车用燃料作为动力来源(或
使用常规的车用燃料、采用新型车载动力装置)，综合车辆的动力控制和驱动方面的先进技术，形成的技

术原理先进、具有新技术、新结构的汽车[12]。新能源汽车(NEV)包括混合动力汽车(HEV)、纯电动汽车

(BEV) (包括太阳能汽车)、燃料电池电动汽车(FCV)、氢发动机汽车、其他新能源(如高效储能器、二甲醚)
汽车等各类别产品。简而言之，新能源汽车即指在燃料或动力系统上与传统内燃机汽车有所区别的汽车

(工信部，2009)。国内狭义上定义 NEV 包括三种 BEV、HEV (包括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和其他混

合动力汽车)、FCV (主要是因为现阶段政策和技术路线就针对这三个)。 

2.2.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现状 

2.2.1.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现状 
自从 2009 年推进“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以来，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鼓励

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开始加快，特别是 2016 年新能源汽车的整体产销量的增长速度更是惊人。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量超过 50.7 万量，产销量的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51.7%
和 53% (如图 1)。 

2016 年纯电动汽车产销量保持较强增势，而插电式车型增势较弱，基本持平。从月度产量趋势看(图
2)，纯电动车型产量 7 月有明显下降，8 月开始回升，11 月、12 月增幅较大。插电式车型产量经过上半

年的持续小幅攀升后，9 月出现 27.3%的降幅，11 月开始回升后，到 12 月基本与上半年持平。 
在累计销量方面，2016 年纯电动乘用车销量依旧占据 50%以上的份额，如图 3，纯电动商用车销量

占比 30%，插电式乘用车和商用车市场份额分别为 15%和 4%，纯电化格局明晰。据中汽协数据统计，

2016 年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售 50.7 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1.7 万辆和 40.9 万辆，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9 万辆和 9.8 万辆。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Figure 1. Production and sales volume of Chinese New Energy Vehicle 2009~2016 
图 1. 2009~201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单位：辆)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产量 5294 7200 8368 12552 17533 78499 331092

销量 5209 7400 8159 12791 17642 74763 34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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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Figure 2. Trend of new energy vehicle production January 2016~January 2017 
图 2.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走势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Figure 3. Divis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 sales January 2016~January 
2017 
图 3.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布 

2.2.2. 中国新能源汽车厂商分布 
2015~2016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飞速增长。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中国品牌车型有比亚迪、

北汽新能源、上海汽车、众泰汽车和知豆电动车入围前五，如图 4。其中，12 月比亚迪销售 7409 量，且

2016 年各月的市场份额均稳占第一。2017 年 1 月前五厂商分布稍有变化，比亚迪销售 575 台，较 2016
年同期下滑 88.4%，环比下滑 92.2%，而吉利得益于帝豪 EV 的出色表现，单月销量居首。众泰汽车 2016
年末稍显后劲不足，反而奇瑞康迪等汽车厂商表现不俗，于 2017 年 1 月挤进前五厂商。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2016 年乘用车累计销量 243,163 辆，其厂商品牌市场占有率，如图 5。其中比

亚迪销量为 95,627 辆，占整个市场的 39%；北汽新能源市场占有率为 16%。据刚刚过去的 2017 年 1 月

数据显示，吉利汽车表现不俗，在 1 月勇夺销售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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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Figure 4. Performance of the top five new energy vehicle manufacturers January 2017 
图 4. 2016 年 12 月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排行前五厂商表现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Figure 5.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market share 2016 and January 2017 
图 5. 2016 年及 2017 年 1 月累计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占有率分布 

3.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宏观环境分析 

3.1. 政治环境分析——国家政策推动产业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我国七大新兴产业之一，极大地受到了政府的重视。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从

2001 年发布《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开始发展起来，国家相继在战略投资、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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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减免、法规标准等方面推出政策共计将近 100 项之多。尤其 2009 年是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

要转折点，我国开始实施“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从此开

始不断增长，特别近两年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更是飞速增长。 
图 6 是根据我国 2001~2016 年间各年发布的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的政策总数和每项政策的有效期

总结的，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年度发布数和年度生效数。蓝色表示当年国家出台的政策数量，红色表

示当年正在生效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数量。由图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极其重视，自

2009 年起，每年出台的政策数量逐渐增加，仅 2016 年一年就出台了 19 项政策，2015 年一年出台了 20
项。另外，每年正在生效的政策也在增多，2015 年有 69 项，到 2016 年正在生效的政策已经达到 77 项

之多，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重要地位。 
图 7 是 2009~2016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年度政策数量和销量对比图。由图可以看出，随着我国新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Figure 6. Annual enclosure/effective number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 China 2001~2015 
图 6. 2001~2015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年度发布数和年度生效数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Figure 7. Annual policy quantity/sales of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2009~2016 
图 7. 2009~2016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年度政策数量和销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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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汽车产业的相关政策在逐年增加，销售数量也在大幅增加，且趋势相同。截至 2016 年底，中国新能

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量超过 50.7 万量[13]。国家将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放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多项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效果极好。 
2015 年，在补贴政策的刺激下，新能源汽车突飞猛进，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

场。但在政策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由于我国的新能源补贴政策粗放，缺乏完善的监管措施，使得部分

新能源汽车厂家利用国家补贴政策漏洞骗取补贴而谋取私利。因此，我国于 2017 年起实行新的补贴政策，

新能源乘用车国家补贴总额全面下调 40%，表 2，而且地方财政单车补贴不得超过中央财政单车补贴额

50%。受补贴退坡政策的影响，市场上出现了消费者透支消费的情况。2016 年 12 月新能源汽车市场表现

超预期，呈现出爆发增长的态势，销量达到了 10.4 万辆，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增长 23.5%。然而 2017
年初，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减少，仅为 5682 辆。但新政策有助于减小企业对政策的依赖性，有利于企业

的自我升级。 

3.2. 经济环境分析——经济增长为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五年。在此期间，

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都得到

了明显的提升。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呈现稳定增长趋势，经济转型逐渐走上正轨，如图 8。2016 年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 735,149 亿元，增长率为 6.70%，虽然增速放缓，但是仍然保持稳定增长率。2015 年国民总收

入为 742,352 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 23,821 元，实际增长率为 6.3%。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越来越

高，国民经济稳中有进增长态势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保障[14]。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出行便利性的要求逐渐增多，因而有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私人汽

车。根据国家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图 9)，截至 2016 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2.9 亿辆，其中汽车 1.94
亿辆，增长率为 12.79%；机动车驾驶人 3.6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超过 3.1 亿人[15]。另外，2016 年中

国新能源汽车是技术质量提升的理性增长年，与国际相比，由于国外没有什么商用车，我们按照乘用车

来比的话，2014 年超过日本，2015 年超过美国，现在我们保有量超过 100 万辆，总体来看，中国新能源

汽车发展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拐点。 
虽然我国家庭汽车保有量逐年增多，新能源汽车也呈现了较高的增长态势，但是新能源汽车较高的

价格却成了制约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保证续航里程和充电效率，电动汽车对电池的技

术要求很高，因此中国市场上的各类在售车型官方定价也较高，一般在 10 万元、15 万万元以上，有些

甚至在 20 万元以上(如图 10，其中深色表示北京地区价格，浅色表示全国最低价格)。受价格和受续航里  
 
Table 2. Total amount of state subsidies for new energy passenger cars 
表 2. 新能源乘用车国家补贴总额 

车型 纯电续航里程 R 2017 年 2016 年 额度变化 

纯电动乘用车 

100 ≤ R < 150 km 3.0 万元 5.0 万元 −40% (2.0 万元) 

150 km ≤ R < 250 km 5.4 万元 9.0 万元 −40% (3.6 万元) 

R ≥ 250 6.6 万元 11.0 万元 −40% (4.4 万元)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含增程式) 

R ≥ 50 km 3.6 万元 6.0 万元 −40% (2.4 万元) 

数据来源：工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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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8. Growth trend of China’s GDP in 2009~2016 
图 8. 2009~2016 年中国 GDP 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公安部。 

Figure 9. Ownership and growth trend of China’s Car 
图 9. 2009~2016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及增长趋势 
 
程因素的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在短期内将仍以租赁模式为主要商业模式。为了继续保持当前电动汽车

的产销量飞快的增长速度，有必要继续深入探讨电动汽车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演变等领域。 

3.3. 社会环境分析——能源消耗为产业发展提供机会 

近年来全球污染、空气质量下降、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不断涌现。我国的能源消费量逐年

增加，能源安全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会对清洁能源以及低碳环保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如图 11)，2016 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为 436,000 万吨标准煤，相比 2009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GDP 349081.40 413030.30 489300.60 540367.40 595244.40 643974.00 689052.10 735149.00 

增长率 9.40 10.60 9.50 7.90 7.80 7.30 6.90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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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 

Figure 10. Prices comparison of domestic popular new energy vehicle 
图 10. 国内知名新能源汽车价格对比 
 
年增加了 29.71%。其中，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62%，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

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19.7%，。根据预测，2020 年我国石油消耗将超过 6 亿吨，2030 年将超过 8 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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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11. Trend of China’s total/industrial energy consumption 2009~2016 
图 11. 2009~2016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工业能源消费总量趋势图 
 
2030 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 75%左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将快速上升。由于化石能源的使用是

PM2.5、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如果不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耗并降低排放强度，

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大气质量将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加重，人们的环保意识日益强烈。根据上海交通大学民意与舆情调查研究中心

发布的《2015 中国城市居民环保意识调查》显示，我国民众的环保意识增强。在对全国 35 个主要城市

的居民抽样调查中，绝大多数民众认同垃圾分类(81.9%)和自带购物袋(74.5%)，大多数民众表示愿意为环

保组织捐款(57.1%)和做环保义工(67.8%)。近三分之二的民众赞同政府春节期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63.8%
的民众认为现在的生态破坏比较严重或者非常严重。 

此外，民众对污染治理开放程度、地方政府解决污染问题和缓解空气污染现状等问题表示不够满意，

因此新能源汽车作为低碳环保的重要产品，其产业发展也将会成为我国低碳趋势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

现。 

3.4. 技术环境分析——专利增多为产业发展提供支持 

自“863 电动汽车重大专项”以来，我国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创新与研发一直予

以高度重视和投入，使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取得了快速发展，各类新能源汽车技术专利的

申请数量不断增加，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造了良好的技术发展环境。 
本文选取反映高新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指标——专利(Hu, 2012; Hall et al., 

2002)，通过梳理技术专利的分布情况，来分析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环境。 
通过检索国家知识产权局建设的专利服务系统——“专利检索及分析系统”，获得 2009~2016 年间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四类新能源汽车的专利申请信息，并

统计如图 12 所示。 
可以看出，2009~2016 年间，四类新能源汽车的专利数量整体均呈上升趋势，基本符合我国 2012 年

提出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路线中的“三纵”战略。得益于“863 计划”以来的研发投入和资金支

持，四类新能源汽车在技术专利方面都有了进步与发展：纯电动汽车的专利数量和增长速度都遥遥领先，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能源消费总量（万吨标准煤） 336126.00 360648.00 387043.00 402138.00 416913.00 425806.00 430000.00 436000.00 

工业能源消费总量 219197.16 232018.82 246440.96 252462.78 291130.63 295686.44 

工业能源消费占比 65.21 64.33 63.67 62.78 69.83 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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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Figure 12. Distribution of patent time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in China 2006~2016 
图 12. 2009~201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专利年代分布 

 
尽管 2013 年有所下降，但其每年的专利增长速度仍然远多于其他几类；混合动力汽车的专利数量增长较

为平稳，2014 年略有下降；燃料电池汽车的专利数量相对很少。由于政策导向更偏向于以纯电动汽车和

混合动力汽车为主，特别是《电动汽车科技发展计划专项》更是提出了“纯电驱动”战略，因此燃料电

池汽车的整体研发进度和专利增长速度较缓；另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专利数量也相对较少。 
在考察专利数据的基础上，本文统计了 2009~2016 年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专利的主要技术领

域分布(图 13)。根据数据统计，除了一般车辆方面的专利，电气元件、发电配电等领域的技术专利数量

较多，并日益受到技术创新的关注。这一领域与充电桩、配电箱等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相关技术紧密相

关。这表明，充电基础设施领域的相关技术日益受到重视，这与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对于充电

基础设施领域与日俱增的关注和支持相一致。 

4. 结论 

4.1. 新能源汽车市场宏观环境现状 

本文描述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并采用 PEST 模型，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宏观环境的进

行分析(表 3)。 
政治方面，国家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战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

法规标准等方面推出多项相关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未来国家仍会继续关注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 
经济方面，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提高，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但目前市场上新能源汽车的价格对于中国家庭和个人来说仍然偏高，国民的购买能

力有限。因此，新能源汽车在短期内将仍以租赁模式为主要商业模式。 
社会方面，国家传统能源的消耗引起环境恶化，污染严重，低碳环保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是未来的

发展趋势。另外，国民环保意识的日益加强也为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受限于购买能

力，多数国民当前不愿意为环保承担更多的成本而购买新能源汽车。 
技术方面，2009~2016 年间，我国专利申请数量逐年增多，特别是纯电动车的专利数量和增长率更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插电式混合动力 13 33 41 55 65 99 77 27

纯电动汽车 54 92 185 218 204 252 276 147

混合动力汽车 183 251 280 268 294 311 291 191

燃料电池汽车 2 14 9 20 15 28 2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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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Figure 13. Patent distribution of main technical fields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图 13. 2009~201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专利的主要技术领域分布 
 
Table 3. Results summary of pest analysis 
表 3. PEST 分析结果总结 

分析要素 具体内容 

政治环境 
 国家政策内容涉及战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法规标准 
 2016 年出台 19 项相关政策，正在生效 77 项 
 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销售数量和政策增长趋势近似 

经济环境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汽车保有量增加、新能源汽车价格较高 

社会环境  能源消费数量增加、电动格局明晰、居民环保意识增强 

技术环境  专利申请数量增加、技术领域多分布于充电基础设施领域 

 
是遥遥领先。此外，近年来新能源汽车除了一般车辆方面的专利外，电气元件、发电配电等领域的技术

专利数量较多，并日益受到技术创新的关注，充电桩、配电箱等充电基础设施将会日益完善。 
总体来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宏观环境良好，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将会受到国家的持续关注。

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各方面的现状使得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光明。 

4.2. 对策与建议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起步阶段，中国的良好的市场宏观环境为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

当前宏观环境下，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关注国家政策动态和经济状况。 
国家的政策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且未来国家仍会持续出台相关政策

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因此，相关企业应实时关注国家政策的动态，了解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另

外，由于国民购买能力有限，新能源汽车产业应该在保证汽车性能的基础上，制定国民能够接受或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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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能够购买第二辆车的价格。 
2) 保持分时租赁的商业模式的同时，引导国民为环保消费的理念。 
新能源汽车的受续航里程特性的制约，比较适合用于城市代步工具或短途旅行，而从中国国内现阶

段的经济水平来看，绝大多数个人或家庭尚缺乏购买第二辆车的能力，短期内汽车企业仍然会以电动汽

车的分时租赁模式为主，因此分时租赁商业模式的创新也应该受到持续关注。 
另外，在国民环保意识逐渐增强但购买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引导国民愿意为环保买单。加强对新能

源汽车优势的宣传，倡导能源节约和环境改善需要全民参与的理念，从而使国民当前愿意为环保承担更

多的成本去购买新能源汽车。 
3) 关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创新和充电设施的完善。 
技术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充电效率和续航里程是消费者最关注的新能源汽车

性能。因此关注技术创新，提高充电效率、增加续航里程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研发的首要任务。同时，

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充电服务，也应作为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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