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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全球呼吁“低碳”的大环境下，新能源汽车行业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成为决定我国汽车行业

是否可以成功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使用SWOT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同时

选取特斯拉和比亚迪两家新能源汽车企业来比较各项财务比率。基于两家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四大

财务能力的差距，为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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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global “low-carbon” environment,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has become an impor-
tant area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has also becom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o determine whether 
China’s auto industry can successfully transition and upgrade. SWOT is used to analyze environ-
mental factors in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The paper selects Tesla and BYD to compare fi-
nancial ratio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four financial abilities between two new energy aut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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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e enterprise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for the futur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automobile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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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各个产业石油的用量增多，导致开采量剧增。这类不可再生能源数量的紧张是汽车行业

发展的“拦路虎”，也成为了妨碍消费者购买汽车的重要因素。同时石油的过度开采和燃油车碳排放

也使得自然环境恶化，新能源汽车的出现恰恰解决了这项难题。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企业不断涌现，相

互间的竞争有效推动了汽车行业的成长[1]。为探索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财务状况，本文选取了特斯拉和

比亚迪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国内外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差距，为我国该行业的未来前景提出可行性的建

议。 

2.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 SWOT 分析 

SWOT 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对行业的战略环境客观评价，得出行业的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从

四个角度全面概括行业的具体状况，是企业战略规划中重要的分析模型之一[2]。 

2.1. 优势 

在“双碳”战略目标下，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焕发出空前的活力。中央和地方政府着重从市场供给

侧和需求侧出台了相关政策，例如充电设施建设补贴和汽车购置补贴政策。考虑到新冠疫情给全国各个

产业都带来了严重影响，2020 年财政部提出将相关补贴政策持续至 2022 年底以保证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与此同时，2021 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51 万元，较 2020 年上涨 8.1%。中国居民增加的消费能

力，为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增加奠定了基础。目前中国人口规模、区域结构和资源环境决定了中国社会汽

车事业发展空间巨大，国内汽车市场潜力还没有完全被开发出来。 

2.2. 劣势 

传统燃油车发展已经有百年的历史，而新能源汽车才刚刚进入消费市场。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劣势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认知错误。现在谈到新能源汽车，很多人都会联想到“自燃”，这给国内新

能源汽车行业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消极影响。虽然已有调查表明新能源汽车的自燃率比燃油车更低，但是

错误信息的传播导致了错误认知的出现，而纠正一种错误认知是非常困难的。第二，用车观念，人们习

惯了传统燃油汽车的快速补油方式后，许多人难以接受新能源汽车较长的充电时间[3]。 

2.3. 机遇 

首先，低碳环保、全球汽车电气化是全球发展大趋势。目前，低碳发展是当今时代全球可持续

发展的本质。因为人类社会活动排放温室气体造成了气候恶化，为摆脱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危害并谋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403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刘捷，李涵雯 
 

 

DOI: 10.12677/wer.2022.114033 292 世界经济探索 
 

求可持续发展，低碳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应运而生。新能源汽车就顺应了国家低碳发展的战

略目标。其次，新能源汽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成为汽车强国。我国已经把新能源产业纳入重要国

家战略。在大方向的战略引导下，形成了政府推动、企业响应、社会联动三方协作的中国新能源汽

车行业现状。 

2.4. 挑战 

近几年来，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逐步减少，这意味着行业成长的道路越来越艰难。为了加快节能

减排的速度，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大范围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和购置税减免。但是可以发现 2022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较 2021 年已经开始“退坡”，不同范围的续航里程补贴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

此外，2023 年开始上牌的车辆国家不再给予补贴，新能源汽车补贴将正式消失。这些作为新能源汽车卖

点之一的国家优惠政策逐步消失之后，可能会对新能源汽车销售产生不利影响。 

3. 新能源汽车企业财务指标分析 

选取新能源汽车企业特斯拉和比亚迪 2018~2021 四年年报中的数据，运用趋势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

对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的相关财务比率剖析，并且阐明特斯拉和比亚迪在财务能

力方面出现较大差距的原因。 

3.1. 盈利能力分析 

盈利能力是判断一个企业收益情况的重要指标，可以从中发现企业经营方面的问题。比较特斯拉和

比亚迪 2018~2021 年的销售净利率变化趋势，如图 1 所示。 
 

 
资料来源：特斯拉和比亚迪公司年报。 

Figure 1. Net profit margin on sales comparison from 2018 to 2021 
图 1. 2018~2021 年销售净利率比较 

 

虽然 2020 年之前特斯拉的销售净利率一直处于负值，但是增长速度迅猛。在 2021 年创下历史新高，

是 2020 年的五倍左右。而比亚迪的销售净利率保持相对平稳的状态，但是 2021 年不敌特斯拉。 
比亚迪销售净利率无法实现突破性增长的一部分原因在于自 2019 年 3 月 26 日，政府分阶段下调了

新能源汽车补贴，优惠的财政补贴大幅减少，使汽车相关成本上升。2019 年也受到疫情影响，汽车需求

量急剧下降。但 2020 年后半年市场逐渐复苏，因此 2020 年比率出现回升。在会对盈利能力产生不利的

情况下，例如供应链成本上涨和汽车售价降低等，特斯拉的销售净利率仍然大幅度增长，一部分原因在

于其视觉智能识别驾驶模式下的自动驾驶，优于同行业较高成本的激光雷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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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特斯拉和比亚迪公司年报。 

Figure 2. ROE and ROA comparison from 2018 to 2021 
图 2. 2018~2021 年 ROE 和 ROA 比较 

 

总资产报酬率，是指企业报告期税后利润与总资产的比率，它表示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水平。净资产

收益率则是衡量股东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指标。如图 2 所示，比较特斯拉和比亚迪 2018~2021 年的 ROE
和 ROA 可以发现，比亚迪在 2021 年 ROE 和 ROA 数值均出现下跌。而特斯拉却出现了超出同行业的高

增长，甚至在 2021 年 ROE 达到了 20.0%。不可否认，比亚迪盈利能力相较于特斯拉来说处于劣势。虽然

比亚迪目前拥有可观的市场份额，但是在智能化方面技术的缺失，使特斯拉的盈利能力仍然胜于比亚迪。 
2022 年两家公司的中期报告显示，特斯拉在全球市场上汽车的交付量为 56.4 万辆，相对于其原有的

50%的目标仍有一定的距离。比亚迪 2022 年前六个月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是 64.13 万辆，成为全球销售新

能源汽车最多的企业。尽管在销售量方面成功超过特斯拉，但是比亚迪上半年净利润约 35.95 亿元人民

币，而公认会计原则下特斯拉的上半年净利润达到约 376.6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比亚迪的十倍之多。因

此，2022 年上半年中比亚迪仅仅在销量方面取得一定的优势，但是实质上并没有在盈利能力上超越特斯

拉。特斯拉仍然具有更大的发展优势和潜能，其下半年的汽车产量也很有可能突破历史数据。 

3.2. 偿债能力分析 

根据比亚迪和特斯拉 2018~2021 年资产负债表数据计算出偿债能力的三个重要指标，如表 1 所示。 
 
Table 1. Solvency indicators comparison from 2018 to 2021 
表 1. 2018~2021 年偿债能力指标比较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流动比率(%) 
特斯拉 83.1 113.5 187.5 137.5 

比亚迪 98.7 99.0 104.9 97.0 

速动比率(%) 
特斯拉 52.0 80.2 158.7 108.3 

比亚迪 76.1 75.3 75.4 71.7 

资产负债率(%) 
特斯拉 78.8 76.4 54.6 49.2 

比亚迪 68.9 68.0 67.9 64.8 

资料来源：特斯拉和比亚迪公司年报。 
 

流动比率是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速动比率是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两种比率都可以反映

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数值越高意味着短期偿债能力越强。特斯拉 2018~2021 年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都

保持上升态势，比亚迪的两项比率在 2021 年分别回跌至 97.0%和 71.7%。对比特斯拉，比亚迪的短期偿

债能力较弱，两者存在不小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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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越低代表长期偿债能力越强，同时也可以反映公司的杠杆效应，该比率偏低说明企业对于财

务杠杆的利用不够好。比亚迪资产负债率 2018~2021 年保持在 64%以上，表明其长期偿债能力较弱，主要

原因可能是比亚迪使用了较高的财务杠杆以获得快速扩张发展，因此比亚迪需要承担不小的财务风险。相比

较而言，特斯拉的资产负债率虽然在 2020 年之前一直高于比亚迪，但比率一直在下降，在 2021 年甚至低于

50%。因此特斯拉的长期偿债能力也要优于比亚迪，比亚迪需要合理使用财务杠杆以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3.3. 营运能力分析 

营运能力是企业利用应收款项和存货等资产获利的能力。选取特斯拉和比亚迪的营运能力指标进行

比较分析，包括应收账款周转率、存货周转率和总资产报酬率。 
 

 
资料来源：特斯拉和比亚迪公司年报。 

Figure 3. Receivable turnover ratio comparison from 2018 to 2021 
图 3. 2018~2021 年应收账款周转率比较 

 

应收账款是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的应收账款是否可以在合理期限内被收回，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从图 3 可以看出，比亚迪应收账款周转率逐年升高，说明公司应收账款转

化为流动现金的速度不断加快，资金使用效率也不断提高。但是相较于特斯拉，比亚迪仍然处于低水平，

存在较多的应收账款，出现坏账的风险较大。 
 

 
资料来源：特斯拉和比亚迪公司年报。 

Figure 4. Inventory turnover comparison from 2018 to 2021 
图 4. 2018~2021 年存货周转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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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周转率，是企业在报告期内的主营业务成本与存货平均余额之比，可以反映出存货周转的速度

和企业的销货能力。存货周转率越大，企业存货积压的可能性就越小。由图 4 可以看出，2018~2021 年

特斯拉的存货周转率均高于比亚迪。比亚迪的存货周转率变化较小，虽然 2019 年出现低谷，但是 2020
年迅速回升。与特斯拉相比，比亚迪的存货流动性较差，可能存在存货积压的风险。 
 

 
资料来源：特斯拉和比亚迪公司年报。 

Figure 5. Total assets turnover comparison from 2018 to 2021 
图 5. 2018~2021 年总资产周转率比较 

 
总资产周转率反映出企业利用资产总额实现营业收入的效率。如图 5 所示，2018~2021 年特斯拉和

比亚迪总资产周转率均呈上升趋势，比亚迪仅仅在 2020 年超过了特斯拉。比亚迪近四年间总资产周转率

和流动资产周转率呈现上升态势，企业资产周转持续增速。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销售能力不断增强，收入

持续增长，资产周转率升高表明对资金的利用效率也是持续提升的。 

3.4. 成长能力分析 

成长能力决定了企业未来发展态势和前景，一般根据企业的历史财务数据和战略规划进行具体分析。

选取特斯拉和比亚迪 2018~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和营业利润增长率两项指标来分析企业的成长能力。 
 

 
资料来源：特斯拉和比亚迪公司年报。 

Figure 6. Growth rate of operating income comparison from 2018 to 2021 
图 6. 2018~2021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比较 

 
由图 6 可见，特斯拉和比亚迪的营业收入增长率 2019 年由于疫情影响而出现大幅度下跌，比亚迪甚

至出现负增长率−1.90%，但是在 2020 年缓慢恢复至 22.70%，却仍未回到最佳值 82.50%。2019 年比亚迪

营业收入增长率下降的原因还包括自 2019 年 3 月开始，国家分阶段下调新能源汽车补贴，新能源汽车企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2.114033


刘捷，李涵雯 
 

 

DOI: 10.12677/wer.2022.114033 296 世界经济探索 
 

业可获得的财政补贴缩减，所以该指标出现最低值。 
 

 
资料来源：特斯拉和比亚迪公司年报。 

Figure 7. Growth rate of operating profit comparison from 2018 to 2021 
图 7. 2018~2021 年营业利润增长率比较 

 

营业利润是企业利润的组成部分。由图 7 可知，特斯拉 2020 年的营业利润增长率创下历史新高，主

要原因在于特斯拉成本的降幅大于平均售价降幅。比亚迪 2020 年营业利润增长率超过 100%，也实现了

突破性的增长。2020 年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繁荣的时期，新冠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使得市场回温，然而 2021
年新能源汽车行业整体发展不如 2020 年。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特斯拉的成长能力要强于比亚迪。 

3.5. 特斯拉和比亚迪财务能力差距主要原因 

首先，产能差距。特斯拉在中国不断扩张自己的产能，其中备受关注的上海超级工厂投资额达到了

12 亿元。特斯拉优化自身生产线，包括总装车间、冲压车间、物流操作中心的改扩建工程。同时还增加

了员工数量和工作时长，种种举措使得特斯拉交付量大幅度提升[4]。Model Y 的交付周期由三个月左右

减少到八周之内。较高的交付量和较短的交付周期使特斯拉在销量方面胜于比亚迪。明显表现为，特斯

拉 2022 年第 4~6 月的营业收入高达 169 亿美元，较 2021 年同一时期增长 42%，归属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也同比增长了 98%，如此良好的发展态势的确给比亚迪带来不小的压力。 
其次，降价差距。特斯拉试图通过降价来刺激订单量的增加以消化自身的巨大产能，同时占据更大

的中国市场份额。相较而言，比亚迪的降价幅度远远不如特斯拉，因此即使近几年特斯拉维权一度成为

热点，消费者对于特斯拉的购买意愿也更高。特斯拉不仅仅单纯降低汽车价格，而且通过保险补贴来“变

相降价”，成功吸引了大批中国消费者。 
最后，技术差距。特斯拉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在自动驾驶领域全面自研自产的企业，马斯克放弃了毫

米波雷达这一技术，转投以摄像头为主的辅助驾驶系统。此项技术优势带来了巨大的销量优势。在新能

源汽车配套设施方面，特斯拉的充电桩使用了优于比亚迪的全新液冷电线，达到了几十分钟为本品牌新

能源汽车充满电的效果[5]。 

4. 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的建议 

4.1. 增加新能源汽车研发费用比重 

技术是新能源汽车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是两大技术劣势也阻碍了新能源汽车销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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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里程焦虑”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痛点之一。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升高的大背景之下，消费

者对于续航里程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传统燃油车续航基本都是固定的，不受温度的影响，而新能源汽车

续航里程会因为温度等因素发生下降，给使用者的日常出行带来不便。其次，充电难且充电慢。由于新

能源汽车还没有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主流，很多城市和地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充电设施不足。而且新能

源汽车的动力装置系统还处于初级阶段，汽车电池的充电速度很慢，通常需要几个小时，相对于传统燃

油车的补油速度而言不占优势。因此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必须以技术为发力点来获得更大的全球市场份

额[6]。 

4.2. 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技术交流 

经济全球化程度持续加深，国际往来更加密切，中国新能源汽车可以成为中国制造迈向全球化经营

的新途径，国家之间的技术交流在该趋势下应该更加频繁。我国可以比照全球最先进的电池技术，谋求

技术的进步，而不是仅仅依靠技术引进来获得国家政策补贴。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各行各业交流更

加密切，同时也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我国新能源企业应该关注全球技术研发热点，加大研发资金投入，

为自身发展增强动力，而经济全球化更有助于我国在该行业的先进技术被国际认可[7]。 

4.3. 摆脱对国家优惠政策的依赖 

不同范围续航里程的补贴都已经出现了下降，而国补将于 2022 年底停止，政策不完善的问题会

逐渐显露出来。这可能会导致新能源汽车行业供给侧企业相关成本压力难以下降，同时需求侧的使用

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意愿也出现下降。依靠大幅度优惠政策吸引的消费群体可能会流失，不利于

新能源汽车销量平稳上涨。为避免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受到国补退坡的过度影响，企业应该切实解决

新能源汽车充电难和充电慢的问题，真正吸引消费者购买，而不是依赖于国家补贴政策来实现销量的

增加。 

5. 结论 

文章利用 SWOT 分析法概括评价了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战略环境状况，通过比较新能源汽车企业

特斯拉和比亚迪的财务分析指标，可以明显发现国内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与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降低

排放已经是全球共识，在我国“双碳”目标之下，汽车电动化已然成为必要手段。电动化新能源汽车渗

透率高速度增长，传统燃油车的体系在未来可能会被推翻，从而迎来以新能源汽车为主角的新兴行业格

局[8]。当前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日新月异，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需要努力补强短板，构建中国特色新能

源汽车行业体系，争取在国际竞争中占据较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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