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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汽车产业发展遭遇“逆流”。尤其是上海市，作

为国内汽车产业重镇，全球近半数汽车零部件巨头总部和部分工厂都位于

上海，包括采埃孚、安波福、佛吉亚、法雷奥、博世/联合电子、博格华纳、

飞思卡尔、上汽英飞凌、福耀玻璃、银轮股份、大洋电机等芯片制造商以

及座椅、仪表、轮胎、线束供应商。同时上海疫情还波及至长三角其他省

市，造成超过八成的零部件企业停产，给全国的汽车企业造成极大影响。

多家车企停工停产，除了上汽、特斯拉等，其他地区如广汽本田、广汽丰

田也出现了被动停工停产的现象。根据中汽协数据 2 月汽车产量仍保持同

比正增，但 3 月产量为 224.1 万辆，同比增长-9.1%，4 月产量为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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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同比增速进一步下跌至-46.1%。目前，上海、江苏“白名单”企业

仍面临人员返岗复工率低、产能利用率低等诸多困难，复工复产进展缓慢。 

但从中长期来看，疫情影响终将消退，叠加新一轮汽车消费刺激政策

密集出台，汽车产业将逐步回归正常轨道。我们在《汽车消费刺激政策出

台，稳消费稳增长效果将如何？》一文中就短期市场和政策进行了分析。

本文将基于长期视角，探讨国内汽车市场呈现怎样的发展格局？长期影响

汽车消费的因素有哪些？以及未来关注哪些方面问题？ 

一、国内汽车市场的发展格局 

1、从整体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产销规模位列第一，近年

来虽有波动，但保持了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2021 年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08.2 万辆和 2627.5 万辆，同比增长 3.4%和 3.8%，结束了三年的平台

调整期，增速企稳回升。2022 年疫情再度对汽车市场产生较大冲击，政策

护航下汽车行业已进入周期复苏。 

2、从汽车耗能结构看，新旧能源分化显著，绝对量上燃油车仍是消费

主力，但新增乏力；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油换电”不断提速。据中汽

协数据，2021 年传统燃油车销量为 2275.4 万辆，同比减少 5%；新能源

汽车累计销量 352.1 万辆，同比增长 157.5%。新能源汽车全年渗透率

13.4%，增长 8 个百分点，12 月数据更是超过 20%。 

目前看，新能源汽车以纯电动为主，纯电动车占比超过 80%，同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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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呈“哑铃状”结构，中端市场仍具潜力。2021 年销售居前的车型中，

A00 级的宏光 MINI 始终居榜首，而特斯拉 ModelY、Model3、理想 ONE

等 B+级车型也居于前列。 

区域上，限购的特大城市依然是新能源汽车消费的主力，但近两年需

求趋稳，销量增速和占比有所下滑，而未实施限购的大中型城市、县乡市

场的销量占比逐步提升。2021 年成都、苏州、佛山等城市，新能源乘用车

同比增速分别为 181.9%、236.4%和 341.4%。新能源汽车在非限购地区

的快速渗透，反映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已从政策驱动逐步转向市场驱动。 

3、从品牌结构看，国潮当红，合资式微，自主品牌强势崛起，造车新

势力呈“千帆竞发”的多元发展格局。根据乘联会数据，2021 年自主品牌

销售 829.8 万辆，同比增长 20.6%，市场占有率为 41.2%，较上年提升 5.5

个百分点；而合资及外资品牌销售 1184.8 万辆，同比减少 4.5%。自主品

牌的崛起主要得益于新能源市场渗透率的大幅提高。2021 年新能源乘用车

零售销量前 15 的车企中，自主品牌占据 12 席，其中 4 家为造车新势力。 

4、从未来发展看，过去十年世界汽车产业竞争格局较固化，自主品牌

难与老牌车企比肩，但随着全球减碳的深化，叠加汽车产业电动化、智能

化的发展趋势，产业格局面临重塑，部分自主品牌有望实现变道超车。 

二、影响汽车消费的主要因素 

汽车作为传统的大宗消费品，主要受到人口结构、收入水平、消费意



 

 - 5 - 

愿、市场政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商品等因素的影响。 

1、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快速上升，生育率偏低，青壮年人数减少，或将

抑制汽车消费需求。但人口是慢变量，且老龄化引致了增换购需求，人口

结构恶化对汽车消费的抑制作用整体有限。 

2、收入水平越高，未来预期收入越高，汽车消费越多，全社会汽车保

有量也越多。2021 年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 214 辆，距离发达国家 500 辆

的平均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3、消费意愿强弱决定了收入转换为消费的程度，其背后是收入分化问

题。疫情导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意愿大打折扣，收入更多转换为预防性储

蓄，表现为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滑；而高收入阶层消费影响较小，甚至出

现报复性消费。反映在汽车消费上，2020 年下半年以来豪华车消费增长较

快，例如 9 月高档 SUV 同比增速为 105.3%，远超中低档销量增速，但汽

车市场整体销量较 2019 年仍较低。 

4、汽车消费受短期政策影响大，如财政税收、货币政策和限购政策。

一是近十年购置税刺激和退坡几乎是汽车销售趋势性波动的主线。二是货

币政策对汽车消费产生影响，汽车销量与 M2 同比增速较一致。三是过去

部分城市出于缓解拥堵、治理污染的考虑采取了汽车限购政策，或对汽车

消费空间产生挤压，但长期看限购政策将逐步放宽，政策将从购买管理转

向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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