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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安徽汽车产业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已培育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汽车生产企业。汽车产业聚集为其

制造、出口带来了极大的优势。本文研究的新能源汽车是指仅装有驱动电动机的主要用于载人的机动车，

通过对安徽省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现状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安徽省新能源汽车总体出口以及安徽省新能源

汽车企业出口情况，指出其新能源汽车出口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分析，为安徽省新能源汽车出口提出相

关建议，使其持续地为安徽省外贸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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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hui vehicle industry has cultivated a number of ve-
hicle production enterprises with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e agglomeration of vehicle industry 
brings great advantages for its manufacturing and exporting. The new energy vehicle studied in this 
paper refers to the motor vehicle equipped with drive motor only which is mainly used for carry-
ing peopl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export statu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Anhui Province, main-
ly from the overall expor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Anhui Province as well as the export of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s in Anhui Province, pointing out its new energy vehicle export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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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alyzing them to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for the new energy vehicle export in An-
hui Province to make it continue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trade in Anhui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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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各国注重节能减排，向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方式转型，这为新能源提供

了有利的发展机会。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发展势头强劲，扩大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影

响力，积攒了国际市场的经验，有利于提高国际地位和竞争力。安徽省虽然位于我国中部地区且近年来

外贸竞争力不强，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相比，出口额较小，但安徽省出口增速较快。据中国统计年鉴

可知，安徽省进出口总额于 2022 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总量由十年前的第 14 位跃居全国第 8 位，增幅

居长三角第一位。通过分析可知其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据较大比重，拉动了安徽省的经济。安徽省作为中

国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其新能源汽车发展可追溯到 2008 年，当时中国政府提出了“节能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将新能源汽车列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安徽省立即响应国家号召，

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为安徽省出口做

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逐渐完善，以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专用车等产

品为主导的产业链协同发展态势已然出现，“关键零部件–整车–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发展格局初步

确立[1]。但其发展中也面临很多问题，本文分析总结安徽省新能源汽车出口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建

议，对安徽省新能源汽车出口提供现实指导。 

2. 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 SWOT 分析 

2.1. 优势  

2.1.1. 产业基础雄厚 
2001 年奇瑞汽车承担了首批新能源汽车国家“863”项目，开始开发混合动力汽车；安凯汽车 2001

年开始研发纯电动客车，2003 年成为国内首家获得纯电动客车国家公告的企业；2009 年合肥市成为中国

首批新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安徽聚集了江淮、奇瑞、蔚来、安凯等整车及关键零部件企业，上下游产业

链比较完整。 

2.1.2. 政策支持力度大 
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09 年《安徽省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以

节能环保和新能源汽车为重点，实现产品技术升级。2010 年发布了《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发展指

南(2010~2015 年)》和《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路线图》，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安徽省新能源汽车

产业技术发展脉络和总体目标。2014 年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联盟成立，16 家企业“抱团”发展。2015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4079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张丁月 
 

 

DOI: 10.12677/mm.2024.144079 670 现代管理 
 

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提出了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2017 年安徽省政府又发

布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和推广应用若干政策的通知》，有效促进了节能减排，带动了产业

转型升级。2022 年安徽省发改委发布了《安徽省“十四五”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2023 年安徽省

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强化创新引领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指导意见》，通

过各界力量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 

2.1.3. 科技实力雄厚 
安徽省是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品牌的代表省份，不仅有江淮、奇瑞等自主品牌整车企业，也有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中国汽车界黄埔军校”之称的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江淮汽车国家级优秀企业技术

中心聚集在此。同时，奇瑞国家节能环保汽车研究中心、新能源汽车研究院等一大批实体研究机构集中

在安徽，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科技基础。 

2.2. 劣势 

2.2.1. 核心技术薄弱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的关键步骤是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拥有专利，甚至是掌握行业标准。安徽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创新驱动力不足、核心技术领域薄弱。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主要停留在

改进现有的技术，而没有实现技术创新上的突破。由于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电动汽车需要搭载更多的

电池，不利于车辆轻便化，但是一味提高电池的能量密度，会增加热失控隐患。此外，还存在电池衰减

问题，使得充电不如加油的体验感好。 

2.2.2. 配套基础设施不健全 
充电和加氢的便捷性是制约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截至 2023 年 10 月，安徽新能源汽

车出口数量排名第二，如图 1 所示，安徽省充电桩也仅有 112,587 台，公共充电桩数量位列全国第八。

某些城市规定居民安装充电桩必须拥有“个人产权的固定车位”，导致许多电动车主无法在居住小区安

装充电桩，小区管理部门还经常以电力负荷大、安全性差等理由拒绝居民在小区安装充电桩[2]。充电桩

数量限制成为新能源销售中的最大阻碍，同时车桩互联能力有待提升。 
 

 
数据来源：工信部。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c charging piles by province as of October 2023 
图 1. 截止 2023 年 10 月各省公共充电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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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研发资金不足 
对于新能源这样一个新兴的产业，它的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但安徽新能源汽车实际到位的研

发资金不足，与中国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财税补贴政策的调整会对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和市场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现行优惠政策大多为临时性文件，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难以为市场提供一个稳定、

可预期的环境[3]。研发资金短缺是其发展的短板和劣势。 

2.3. 机遇 

2.3.1. 绿色发展遍及各领域 
绿色发展已经深化贯彻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安徽鲜明地提出“生态强省”的发展思路。

在绿色发展和生态强省的趋势和大环境下，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近两年，国

家提出“双碳”战略，倡导绿色、环保、低碳的生活方式，使其在国家实施战略的大背景下抓住机遇，

不断发展壮大。新能源汽车采用电力或其他清洁能源，减少了尾气排放，有助于减轻环境污染和应对气

候变化[4]。 

2.3.2. 新能源汽车产业战略布局期 
安徽省科技厅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为攻关关键性技术、夯实产业创新基础、提升创新平

台等八个方面全力抓好各项工作任务。以新型整零合作机制为抓手，引导整车企业面向重点零部件企业

建立联合推优机制，推动供应商、金融、政策、用户等资源的无缝衔接，推动各类零部件企业聚集发展。

安徽构建以合肥、芜湖新能源汽车重大新兴产业基地为全省汽车产业核心发展区，探索构建跨城市的区

域产业协同机制，打造“合肥–芜湖”双核联动、相互促进的一体化创新产业链[5]。 

2.4. 威胁 

2.4.1. 传统汽车强国实力雄厚 
欧洲、美国和日本等传统汽车强国在技术、科研资金、人才管理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一直处于汽

车行业的领先位置。欧美国家在政策支持、产业规模方面都具有极大的优势地位。近年来，欧美车企纷

纷转型发展新能源汽车，基于传统燃油车的规模优势和品牌优势，加之政策加持，欧美国际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6]。 

2.4.2. 发达省份更具备优势 
安徽作为“长三角”地区的省份之一，其区位优势不如其他三个省份明显，其他三个省份均位于沿

海地区，贸易方式更便利化，且具有较强的工业、服务业优势，较大的本地市场在资金、人才投入等优

势更大，对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威胁。 

3. 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出口现状 

3.1. 新能源汽车出口情况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作为“新三样”之一，其出口表现十分亮眼，助力外贸提质升级。通过在中

国海关总署查询商品编码为 87038000 的仅装有驱动电动机的主要用于载人的机动车，绘制图 2。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到 2019~2023 年安徽省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的趋势图，2019~2020 年出口量下降是受疫情影

响，从 2020~2023 年呈现显著上升趋势。2023 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截止至 10 月份，可预估 2023 年汽车

实际出口量有望突破 14,000 辆。我国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模式仍处于初级阶段，其主要以出口贸易为主，

或以 CKD、SKD 等形式出口并在东道国的组装工厂进行组装生产[7]。 

https://doi.org/10.12677/mm.2024.144079


张丁月 
 

 

DOI: 10.12677/mm.2024.144079 672 现代管理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Figure 2. Export volume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Anhui province during 2019~2023 
图 2. 2019~2023 年安徽省新能源汽车出口量 

3.2. 新能源汽车企业出口情况 

安徽已经聚集了奇瑞、江淮、蔚来、长安、比亚迪、大众、汉马等七大整车企业。这些企业是安徽

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和智能新能源汽车创新高地，并创立品牌十分重要。例如江淮汽车前几天发布了三

季报，各项指标持续向好，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江淮汽车抓住了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中打

造出海新标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收获了良好声誉，并赢得一席之地。2023 年前三季度，江淮汽

车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交付 10.1 万辆，同比增长 79%，出口比重占江淮汽车出口总量的 80%。 

4. 安徽新能源汽车出口问题 

4.1. 核心研发能力不足 

一方面，由于研发投入不足而使得研发无法持续。另一方面，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研发技术处

于起步阶段，新产品的研发能力较弱。芯片研发领域存在技术、产品高端化布局较少，研发成果转化应

用不足，高度依赖国外进口。研发能力不足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也就失去了进入国外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优势。改变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局面，除了加大创新的投入外，一个最有效的措施是建

立专利联盟。通过联盟的交叉许可，不仅减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而且参与联盟的企业可以根据自

己的市场定位、创新能力，集中创新资源于特定的领域，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了，联盟的整体

创新能力也随之提高了[8]。 

4.2. 品牌影响力弱 

在国际市场上，品牌影响力非常重要，是企业的“商誉”，品牌影响力越强，市场份额也就越大。

中国新能源企业的专利技术水平及品牌影响力相较于欧美等超级新能源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9]。我国目

前还缺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汽车品牌和企业，虽然有部分汽车集团挤进全球 Top 10，但其中很大部

分依靠合资公司贡献，国际地位没有得到认可[10]。大部分安徽省的汽车生产企业是新兴以及外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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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的龙头企业的带领较少，品牌影响力较弱，导致其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较少，不利于出口。 

4.3. 营销体系不完善 

通过查询出口资料可看到，安徽出口市场虽多，但分布较分散，对单个国家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小于

5 辆的比比皆是，甚至多数出口为 1 辆汽车。说明其未能真正了解和满足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市场需求，

在营销方面存在较大短板，营销话语体系不完善，这会影响最终的出口数量。目前，国内新能源企业在

“一带一路”背景下，已纷纷走出国门，但是仍未创建国际市场专业团队负责国际市场产品开发、营销

等工作[11]。 

5. 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建议 

5.1.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政府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的奖补力度，引导企业成立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博士后工作站等，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

重大技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推动创新能力提升。企业自身应加大对汽车芯片的研发，组建完善的新能

源汽车芯片设计技术平台，优化安徽省新能源汽车芯片专利布局。需要政府、企业、高校共同发力，把

企业作为主体，高校作为依托，政府作为支撑，三者相互配合、共同进步[12]。 

5.2. 强化品牌影响力 

安徽有本土的资深汽车企业例如江汽集团、奇瑞汽车等，蔚来、比亚迪、大众等整车制造企业也在

安徽投资建厂。各企业应树立“一盘棋”理念，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他们不应只是各自品牌的名

片，更应该是安徽新能源汽车的名片。新能源汽车是大势所趋，海外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节奏相对慢于国

内，各企业可抓住这个发展机遇，深度拓展海外市场，加大在国际市场的营销力度，建立自己的品牌，

让安徽新能源汽车品牌走向世界，实现品牌出海。中国汽车企业可以选择那些品牌认知度高、技术沉淀

性深、技术研发能力强的企业进行并购，承继其品牌、技术、人力资源及营销渠道[13]。 

5.3. 政府加大支持力度 

在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创新发展中，政策激励能有效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发展，对技术创新有着重要

的引导作用[14]。坚持市场机制主导和产业政策引导相结合，安徽省政府应针对性地出台对新能源汽车出

口有利的政策，例如出口补贴、关税减免、税收优惠、技术支持等方面，并使其发挥长效机制，并不是

昙花一现般的出现。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争创国家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15]。建立、健全从政府的顶

层设计到政策执行到执行考核的体系，切实注重企业所需，为新能源汽车企业出台有利政策，促进新能

源汽车出口。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见效较快，这得益于市场机制的完善和企业对政策的快速

响应速度[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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