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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石油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以及气候和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各国政府纷纷重视节能减排，制

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重点发展项目备受世界关注，各国纷纷加入新能源

汽车生产的行列。虽然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步较晚，但其凭借资源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发展迅速。

但是在国际市场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力仍显不足。本文基于中国及全球主要新能源汽车生产国的

贸易数据，通过计算贸易竞争指数(TC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分析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

口国际竞争力。结果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TC指数较小，表明其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大竞争劣势；

RCA指数虽然不断增长，但相对于其他国家还较小，表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竞争力还较弱。最后，

通过分析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对进一步提升中国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提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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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cline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such as oil and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climate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paid attention to energy conserva-
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and formulat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 a key develop-
ment project of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new energy vehicles have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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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untries have joined the ranks of new energy vehicle production. Although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started late, it has developed rapidly with its resource advantages and huge market 
potential, but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s is still 
insufficient. Based on the trade data of China and the world’s major NEV producers,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NEV exports by calculating the Trade Competition 
Index (TC Index) and the Explici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RCA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C index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exports is small, indicating that it is at a great competitive 
disadvantag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lthough the RCA index is growing, it is still small com-
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indicating that China’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s 
still weak. Finally,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energy ve-
hicle industry, relevant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 status of China’s new en-
ergy vehic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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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汽车的普及度不断增加。然而，汽车数量的急剧增长带来了诸多环境和

能源问题，促使全球各国倡导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汽车产业为了顺应这一趋势，开始进行产业升级转型，

新能源汽车应运而生。各国纷纷出台扶持政策，争夺新能源汽车市场。美国 2013 年发布《电动汽车普及

计划蓝图》要求进一步降低新能源汽车核心零件成本，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刺激新能源汽车消费；

在 2021 年大力推动 1.75 万亿美元的《Build Back Better》法案，取消了车企 20 万辆的补贴上限。德国规

定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注册的 BEV (Battery Electric Vehicle)免征十年机动车税，并计划在 2030 年建

设 100 万个充电桩；在 2021 年成立了“欧洲电池联盟”，旨在推动电池生产和技术研发，减少对亚洲电

池供应商的依赖。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了新能源汽车综合开发机构(NEDO)；2008 年政府联合高

校、企业和研究机构建立产业联盟；2010 年，政府发布了《下一代汽车战略 2010》，旨在推动下一代汽

车的发展，其中不仅涉及整体发展，还包括电池、资源、基础设施等子系统的发展，后续还推出了“CEV
补贴”(清洁能源汽车补贴)和“绿色税制”来支持可持续发展。韩国在 2019 年计划以氢燃料电池汽车和

燃料电池系统为两大主要支柱，打造引领氢经济的产业生态系统，力争成为世界一流的氢经济领先国家。

因此，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研究影响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竞争力的因素，对于提升中

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地位，实现汽车产业的“换道超车”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能推动中国汽车工

业的转型升级，还能促进贸易的稳步增长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2.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贸易现状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快速发展，规模逐渐扩大，产业技术和体系取得

了显著进展，不仅在国内市场上的销量可观，也逐渐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如图 1 所示，2008 年至 2022
年，从出口规模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不断增长。从出口市场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市场在

全球范围内区域分布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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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2018 年中国新能源出口持续大幅增长，出口量达到 10.21 万辆，

比 2015 年增长 6.5 倍。中国新能源汽车主要对欧美发达国家出口[1]。2018 年对美国、欧盟出口额分别达

到 1.2 亿美元和 0.9 亿美元，占新能源汽车出口总额的 70%。尽管出口量在逐年增加，但是中国整车出口

额占货物出口额的比例远低于全球，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 WTO 统计，2018 年全球整车出口额位列前

三的德国、日本和韩国。而中国整车出口额为 157 亿美元，不到德国整车出口额的十分之一，分别是日

本和韩国的 14%和 38%，仅占全球汽车出口额的 1.6%，而中国计算机和手机占全球出口份额已接近 50%。

这说明我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远远低于产业自身实力水平，也低于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总体

竞争水平。2019 年，中国电动化技术的逐渐完善及市场需求持续跟进，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了一个高速

发展阶段[2]，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 25.5 万辆，相比 2018 年实现了翻倍增长。但在 2020 年，中国新能

源汽车出口量仅为 22.3 万辆，较 2019 年有所下降，可能是受到新型冠状肺炎的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增速

显著放缓，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速持续下行，新兴经济体下行压力加大，需求下降；工厂无法正常开工生

产导致产能下降；外贸手续流程复杂成本提高。2021 年，海外虽然仍然受到疫情限制，但经济重启继续

进行，相关制造业需求开始平稳恢复，国内疫情防控也已成为常态产能逐渐恢复，中国能源汽车产业呈

现高速发展的状态，出口量达到 58.8 万辆。2022 年中国新能源车出口继续持续走强，其中出口前三位目

的国为比利时、英国和菲律宾，总出口量达到历史新高 76.4 万辆。 
 

 
资料来源：整理自中国海关数据库。 

Figure 1. 2018~2022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exports 
图 1. 2018~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3.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竞争力分析 

3.1. 新能源汽车范围及其主要出口国 

目前，新能源汽车国内主流定义判断标准主要参考中国工信部于 2009 年发布的《新能源汽车生产企

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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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BEV，包括太阳能汽车)、混合动力汽车(HEV)、燃料电

池电动汽车(FCEV)、氢发动机汽车(HICEV)、其他新能源(如高效储能器、二甲醚)汽车等各类别产品[3]。
因此本文将新能源汽车的研究范围设定为海关 HS 第 87 章的 870,220~870,240 和 870,340~870,380。具体

汽车种类的定义及对应海关编码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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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竞争对手。因为这四个国家在汽车制造和汽

车技术创新方面具有深厚的历史和实力，拥有成熟的汽车制造业，能够生产高质量、高性能的电动和混

合动力汽车，具备国际竞争力。此外，这些国家的汽车品牌在全球市场上享有良好的声誉，市场份额占

比大。 
 

Table 1. New energy vehicle range 
表 1. 新能源汽车范围 

海关编码 产品定义 

870220 同时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及驱动电动机的客车 

870230 同时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及驱动电动机的客车 

870240 仅装有驱动电动机的客车 

870340 同时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及驱动电动机的其他车辆，可通过接插外部电源进行充电的除外 

870350 同时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及驱动电动机的其他车辆，可通过接插外部电

源进行充电的除外 

870360 同时装有点燃往复式活塞内燃发动机及驱动电动机、可通过接插外部电源进行充电的其他车辆 

870370 同时装有压燃式活塞内燃发动机(柴油或半柴油发动机)及驱动电动机、可通过接插外部电源进行充电

的其他车辆 

870380 仅装有驱动电动机的其他车辆 

3.2. 贸易竞争指数(TC 指数) 

贸易竞争指数(TC)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类产品进出口贸易差额与该类产品贸易总额的比率，用公

式表示如下。其中 ijTC 为贸易竞争指数， ijX 为 i 国出口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额； ijM 为 i 国进口新能源汽车

的进口额。 

ij ij
ij

ij ij

X M
TC

X M
−

=
+

                                    (1) 

 
Table 2. The range of TC values 
表 2. TC 取值范围说明 

TC 取值范围 竞争力强弱 

−1 < TC < −0.6 极大国际竞争劣势 

−0.6 < TC < −0.3 较大国际竞争劣势 

−0.3 < TC < 0 微弱竞争劣势 

0 < TC < 0.3 微弱竞争优势 

0.3 < TC < 0.6 较强竞争优势 

0.6 < TC < 1 极强竞争优势 

 
根据表 2 和表 3 可知，2018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 TC 指数为−0.7662，明显低其余 4 个国家，处于极

大国际竞争劣势。2019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 TC 指数虽然略有增长，但仍为负，具有较大国际竞争劣势。

2020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始发力，TC 指数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德国、韩国和日本的 TC 指数均下

降超过 0.10，只有美国的 TC 指数还在提高，可见这 4 个国家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地位受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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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的冲击。2021 年，除了中国和德国新能源汽车 TC 指数在增长以外，其余国家均在下降。其

中，中国新能源汽车 TC 指数达到了−0.0696，超过美国的−0.0974。2022 年，美国新能源汽车的 TC 指数

继续下降，德国、韩国和日本的 TC 指数略有上升。而中国新能源汽车迎来了巨大的转折，TC 指数由负

变正，贸易竞争力由微弱竞争劣势转为微弱竞争优势。总体来看，尽管中国新能源汽车 TC 指数增长迅

速，但还是低于其他主要新能源汽车出口国，贸易竞争力还有待提高。 
 

Table 3. 2018~2022 TC index by country 
表 3. 2018~2022 年各国 TC 指数 

年份 中国 美国 德国 韩国 日本 

2018 −0.7662 −0.3363 0.4890 0.6094 0.9406 

2019 −0.7025 −0.1060 0.3938 0.5890 0.9508 

2020 −0.4723 −0.0773 0.2862 0.3834 0.8403 

2021 −0.0696 −0.0974 0.3214 0.3331 0.7752 

2022 0.2175 −0.2524 0.3853 0.4003 0.7886 

资料来源：整理自 CEPII-BACI。 

3.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指数)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某一商品的总额占该国或该地区商品出口总额的

比重商品世界出口总额占世界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之间的比率，是衡量一国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场竞争

力最具说服力的指标，其公式如下。其中 ijRCA 为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ijX 为 i 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额； itX
为 i 国总出口额； wjX 为全世界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额； wtX 为全世界出口总额。 

ij it
ij

wj wt

X X
RCA

X X
=                                    (2) 

 
Table 4. The range of RCA values 
表 4. RCA 取值范围说明 

RCA 取值范围 竞争力强弱 

2.5 < RCA 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1.25 ≤ RCA ≤ 2.5 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0.8 ≤ RCA ≤ 1.25 中度的国际竞争力 

0.5 ≤ RCA ≤ 0.8 较弱的国际竞争力 

RCA < 0.5 极弱的国际竞争力 

 
由表 4 和表 5 可知，2018 年，相比其他四个国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最小，仅有 0.0648。

日本的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最大，远超其他国家，达到了 6.3394，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其次是韩

国，其新能源汽车的 RCA指数为 2.3926，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德国新能源汽车的RCA指数为 1.9261，
与韩国一样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2019 年，韩国与日本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下降，中国、美国和德

国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上升，并且中国和美国上升幅度较大。2020 年，中国和德国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进一步上升，其余三国均下降，并且德国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超过韩国仅次于日本，这说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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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德国汽车品牌开始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投入。2021 年，德国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继续保持

上升态势，并且德国以略微的优势超过日本。2022 年日本和美国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持续下降，相

反中国、德国和韩国进行上升，德国与日本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开。 
 

Table 5. 2018~2022 RCA index by country 
表 5. 2018~2022 年各国 RCA 指数 

年份 中国 美国 德国 韩国 日本 

2018 0.0648 1.0982 1.9261 2.3926 6.3394 

2019 0.1043 1.5289 2.0582 2.3376 5.6994 

2020 0.1660 1.2319 2.7172 1.7844 4.2232 

2021 0.3737 1.0444 3.2257 1.8614 3.1961 

2022 0.5704 0.8169 3.7458 2.2451 3.0994 

资料来源：整理自 CEPII-BACI。 
 

总的来说，2018-2022 年，虽然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不断上升，但相对于其他国家还是偏小。

2008 至 2021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RCA 指数均小于 0.5，国际竞争力极弱。在 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

的 RCA 指数才超过 0.5，处于较弱国际竞争力区间。 

4.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国际的机遇与挑战 

4.1. 机遇 

首先，气候大会的召开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碳排放压力，促使各国大力推广绿色交通以替代传

统燃油车，国际市场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显著增加。其中，规划时间最早的罗马提出在 2024 年禁止汽、

柴油车上路；规划时间最晚的法国也提出在 2040 年禁止汽、柴油车上路；全球最大的汽车保有国美国在

2021 年发布总统令，提出至 2030 年汽车销售中电动汽车销售占比在 50%以上，日本提出要在 2035 年禁

止传统汽车销售[4]。其他国家比如荷兰、挪威、英国等也都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 
其次，全球各国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补贴力度越来越大，推出的购置补贴政策将进一步促进全球新

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提供更多机会。从国际来看，德国曾推出额外的创新补

贴使得纯电动汽车的补贴最高可达 9000 欧元，还提供家庭充电桩补贴，最高可达 900 欧元；法国政府不

仅增加了报废旧高排放车辆并购买新的低排放车辆可获得 2500 欧元至 5000 欧元的奖励，还对购买新的

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可获得最高 5000 欧元的补贴，低收入家庭可获得更高补贴；美国政府

推出购买车补贴和税收减免的政策和推出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激励；日本汽车也出台了新能源汽车扶

持政策[5]。 
从国内来看，2021 年 11 月中国国务院出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明确提出

要培育新能源汽车产业新优势，支持国内外企业、科学机构增强新能源汽车研发设计、技术标准、基础

设施、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合作，鼓励中国新能源车企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的制定，建立国际营销服务网

络和国际化消费信贷体系。另外，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步向智能化和网联化方向发展。2022 年 9 月，

高通发布了首款集成式“超算级”汽车 Flex，被形容为“最完整、可扩展能力最强的汽车架构”。目前，

新能源汽车智能水平深化需求强烈，高通和英伟达等高端芯片制造商在不断发布最新旗舰芯片的同时，

车企还在新能源汽车的制造中加入了自动驾驶技术和智能座舱，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水平。

新能源汽车大规模上市，成为电动化、网联化和智能化的最佳实现方式[6]。如此一来，有着一系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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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作基础，科技的不断进步，多个国家对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进行直接补贴，全球新能源市场将持

续保持旺盛需求，这对于正努力扩大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中国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市场利好。 

4.2. 挑战 

首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与技术创新型国家如美国相比，中国

的研发技术仍处于初级阶段，新产品的研发能力相对较弱。长期以来，我们对核心技术，尤其是芯片，

高达 90%的依赖进口，基本被国外企业所垄断。因此，迫切需要提升自主研发芯片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

制造水平。当前，国际主流技术认证标准由欧盟主导，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相对较低，无法满

足欧盟等发达国家严格的要求。例如欧盟对电动发动机、废气排放、汽车噪声、车内有害物质释放等方

面都有严格规制，其标准远高于中国国标，这使得部分技术水平较低的中国新能源汽车难以进入欧盟

市场。 
其次，全球贸易环境风云变幻，逆全球化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国际贸易环境不稳定。自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和 2018 年美国挑起贸易摩擦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频现，美国在科技和人才交流等领

域对中国采取压制态势。RCEP 和欧盟等贸易组织对新能源汽车的关税调整阻碍了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另

外，2020 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和自由多边贸易体系造成严重破坏，2022 年 2 月

俄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政治和贸易的不确定性，使国际贸易环境更加严峻。 
最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当前，全球知名汽车企业正面临传统市场与新能源汽车市

场的选择困境，尚未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全面发力。然而，随着各国汽柴油车禁令和时间表的逐步临近，

越来越多的传统车企将全面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使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例如，丰田汽车提出到 2025 年

将新能源汽车销售比例提高到 50%，通用汽车和本田汽车分别计划在 2035 年和 2040 年前停止生产汽柴

油车。大众汽车计划在 2033 年全面转向生产新能源汽车，是传统车企中最早“转向”的。2021 年，全球

新能源乘用车销售量排名前十的企业中，包括大众、宝马、奔驰、奥迪、沃尔沃和雷诺等传统车企，日本

的丰田、本田、日产等车企也位列前十五名[4]。此外，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售后体系还不够完善。对

于海外市场，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配套体系铺设都需要从头开始，售后网点建设速度较慢，充电桩建

设进度和数量与汽车销量不匹配，运营平台和运营模式还需要时间和成本来维护升级[7]。并且作为跨国

经营者，存在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等诸多风险问题，对中国车企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可预见的是，随着

传统车企全面投入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国新能源车企在国际市场上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首先，通过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现状分析发现，中国品牌整车出口车型大部分集中在中低端，与

国外品牌相比，出口单价和利润率较低。其次，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逐渐扩大，出口市场变动较快，

以欧洲和亚洲市场为主。最后，通过计算 TC 和 RCA 指数发现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竞争力在快速增长，

但出口竞争力仍不强，与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可能的原因是，与欧美日等发达

国家主要汽车企业相比，中国品牌车企总体发展时间短，关键核心技术掌握不足，技术研发和管理能力

不强，国际化经营水平和品牌影响力有待提高，在车规级芯片等领域还面临着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5.2. 建议 

尽管新能源汽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市场竞争也愈加激烈。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结合自身的产品特征与定位进行广告宣传[8]，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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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占有率从而提升自主品牌的国际竞争力。其次，需继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进一步提

升动力电池、驱动电机效率与功率，以及电动汽车环境适应性、安全性和稳定性，提高充电效率，满足

全气候、全场景使用需求。此外，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与传统汽车制造技术的深度

融合，构建数据核心要素和网络化、智能化平台，用新型数字技术改变传统的研发、制造和管理，形成

新的业态和新的管理模式[9]，实现企业的价值提升和转型升级。然后，政府要积极应对贸易壁垒，推动

汽车认证国际互认，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建议中国新能源车企在进入国际市场前，全面掌握市场信息并

提高自身的应急能力，对于不合理的贸易壁垒要勇于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10]。建议加速建立中国新能

源汽车标准体系，促进与欧盟等汽车标准的相互认证，密切关注国外汽车技术规定发展动向，为中国新

能源汽车出口提供更全面的信息与更专业的建议，积极推动和其他国家的新能源汽车战略合作，促进新

能源汽车市场的多元化发展[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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