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告

消费升级持续，增换购车主导，
充换体系完善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成为汽车市场增长的强劲动力。2023年，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新车销量渗透率已达33%，纯电车型渗透率达23%。2024

年第二季度，新能源新车销量渗透率已突破40%。与此同时，在政策支持、技术

突破和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下，纯电车型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主力军，保持着强劲

的发展势头。

新格局之下，中国纯电车产业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一方面，消费者对纯电车

的接受度不断增加，对更智能、品质更好的车辆更加向往。企业也在不断丰富自

身产品线，强化产品功能，在给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的同时，持续实现品牌向上。

另一方面，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更加理性，在追求品牌保

证的同时，也追求“质价比”。产业端竞争亦日益激烈，企业间“内卷”现象更加严

重，终端价格难以提升，使得产业链整体承受了一定压力。

整体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2024年上半年展现出了巨大韧性，市场发展

也呈现出了应有的活力，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罗兰贝格作

为中国汽车行业的深度参与者，也将近期对新能源市场的观察整理成文，与产业

玩家交流探讨。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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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市场蓬勃向上，引领汽车产业发展深化

a)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驶入快车道：
市场驱动主导，需求供给双轮齐发

2021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已由政策
驱动转向市场驱动为主导。2021年至2023年，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新车销量由382.9万台激增
至970.4万台，复合年增长率高达59.2%，预计
2024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持续走高，预计全
年可站上40%高位。在需求端，随着新能源产品
续航的大幅提升，其较低的用车成本叠加不断
丰富的产品功能让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接受度
大幅提升；而在供给端，新能源车企均在加速研
发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聚焦中国用户，响应多
样场景化用车需求，在不断提升产品性能的同
时大力强化补能体系，使得新能源车相对于燃
油车的优势正在不断累积，刺激市场需求释放。
因此，新能源车产品正在不断替代燃油车，加速
成为中国汽车消费市场的主导产品。

b) 技术突破叠加基建完善，纯电主导
中国汽车行业未来

中 国 新 能 源 汽 车 市 场 现 阶 段 由 纯 电 车 主
导。2023年纯电新车销售渗透率为23%，而混
动/增程产品2023年渗透率也达到11%，且在过
去几年保持了一定的增长，抢占了不少燃油车
的市场份额。
中短期来看，混动/增程车型将凭借其价格、续航
里程、技术成熟度等方面的优势，保持较快的增

一

Feb Mar Apr May Jun JulJan Sep Oct Nov Dec

2.3

Aug

2.8
2.5

1.9
2.2

1.5

2.1

1.5
1.7

1.3

2.0
2.2

1.0

1.8
2.0

1.6
2.1 2.1 2.3 2.2 2.1 2.1

2.3 2.32.2 2.2
2.5

2.1
2.6

+44%

-19%

+11% +11% +1%

2022 2023 2024

19.2%

26.7%

33.0%

21.6%

30.2%

34.1%

24.7%

30.5%

37.2%

28.9%

33.5%

40.2%

26.3%

33.6%

43.8%

25.6%

33.8%

26.2%

35.5%

30.0%

35.5%

28.9%

34.1%

30.5%

36.1%

35.8%

37.4%

33.7%

40.3%

2022 2023 2024

长。尤其在诸如长距离自驾游、低县级城市/农村
等补能不便等特定场景下，其产品特性能够满足
更多用户多元的出行需求。因此，我们认为未来
3-5年间，混动/增程产品仍然将保持较快的增长。

但长期而言，纯电车仍是行业终局。一方面，随着
锂电池成本结束上行周期，进入回落及稳定阶
段，纯电车的制造成本将进一步降低，与传统燃
油车、混动车的成本差距将持续缩小。另一方面，
随着纯电技术、补能体系、基建的进一步成熟，纯
电车的应用场景也将不断扩充。同时，新能源车
作为国家能源体系的一块重要拼图，也支撑着国
家“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我们预计纯电车产品将
在2035年实现超过70%的新车销售渗透率，成
为中国乘用车消费者的主流选择。   01

c) 中国本土品牌强势崛起，传统车企
突围挑战

本土品牌在中国乘用车市场份额激增，塑造品
牌新秩序。回顾过去，中国汽车市场以外资/合
资品牌为主导。但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不断发
展，2023年，中国本土汽车品牌在整体乘用车市
场占有率已近50%，外资/合资品牌的市场份额则
持续受到挤压。 这背后的主要驱动要素，来自于
中国新能源车产品，尤其是纯电车的快速发展。

2023年，中国品牌纯电车市场占有率高达78%
，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中，以比亚迪、吉利等为
代表的自主品牌为中国纯电市场的中坚力量，

1) 包含纯电动和插电混动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罗兰贝格

01  中国乘用车销量与新能源渗透率 [2022.01-2024.05, 百万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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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系中大部分纯电销量来自于特斯拉

而专注纯电车的新势力品牌如蔚来等表现也愈
发亮眼。而外资/合资品牌整体市场份额目前收
到较大挤压，日韩系品牌的市场份额收缩尤为
明显。   02

外资/合资品牌份额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
相对较弱的纯电车产品力。在中国纯电产品蓬
勃发展的初期，本土品牌通过高性价比车型首
先冲击了法系、韩系、美系等以紧凑型、小型车
为主的汽车品牌。而在纯电产品面前，日系产品
省油、高性价比的护城河也不复存在。面对中国
自主品牌不断突破的三电、智能化等核心技术，
大部分外资/合资因未能及时进行技术研发、车
型布局，也缺乏相应完善的供应链，导致纯电产
品力相对较弱、价格居高不下，品牌门槛不断降
低，市场份额随之大幅下跌。

外资/合资车企对中国消费者及市场洞察的滞
后，投资定力不足、转型速度慢更阻碍了其在
中国市场的扩展。以德系豪华品牌为例，其品
牌资产与产品积淀使其市场份额短期仍维持在
上游水平，但由于其在纯电车、智能化等方向的
研发及供应链进展较慢，在数字化营销、商业
模式转型不及预期，用户关系维系亟需优化，其
中国市场份额的增长也一直充满挑战。然而，
他们在中国进行电动化转型决心也愈发坚定，
不断直面挑战，持续加大中国市场资源投入。
德系品牌针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也不断进行更
深入的洞察，深化运营，强化学习并不断借鉴中
国新能源车企创新的商业模式、营销手段等创
新，采用更有“中国特色”工具和方法，期待重
新获得中国消费者的青睐，并不断争取更大的
市场份额。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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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险数，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资料来源： 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02  中国乘用车、纯电车市场车系格局变化

03  外资/合资品牌受自主品牌替代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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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与产业端双管齐下，共同推动渗透率持续提升

a) 购车需求不减，升级仍是主流，纯电
车接受度趋同燃油车

受购车人群持续扩大、居民购车能力提升、购车
升级意愿增强、纯电渗透率稳步提升等因素共
同推动，中国汽车市场整体需求将持续释放，
纯电车市场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i. 购车人群基盘持续扩大，但迈入增换购
存量市场

中国汽车保有量虽居世界第一，但千人拥车量
仍处于中等水平，随着中国未来城镇化水平稳
步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改善，预计未来
中国汽车保有量仍有一定提升空间。此外，中国
汽车驾驶人总数及渗透率仍在逐年攀升，中国
购车人群基盘有望持续扩容。

与此同时，中国乘用车市场正在逐步进入存量
时代。中国购车人群的结构正发生显著转变，
增换购人群正逐渐取代首购人群，成为中国乘
用车新车销售市场的消费主体。据调研显示，目
前中国新车增换购比例超50%，且此比例将持
续上升，预计到2030年，中国乘用车购车用户
中增换购占比将上升至80%。

二
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已率先迈入增
换购需求为主导的存量时代。根据过往大数据
显示，高端新能源车主中80%为增换购用户，远
高于燃油车车主的增换购比例。这表明燃油车
车主已经并且将持续作为未来新能源车的主要
消费客群。   04

ii. 居民收入稳步提升，购车支付能力持续
增强 

中 国 经 济 韧 性 强 ，居 民可 支 配 收 入 随 之 增
加。2024年，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质量发展，
稳中向好，长期增长趋势没有改变，GDP与居民
可支配收入增速虽有放缓，但仍将保持约5%的
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用户购车预算持续上升，购车升级趋势稳健。
用户购车预算与自身收入水平呈现绝对正相关
性，随着整体中国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
用户整体购车预算将 持 续 上 升。连 续调研显
示，购车预算在30万元以上的潜在车主占比由
2021年的20%上升至2023年的30%，呈现持续
上涨趋势。一方面，这受益于高收入人群总数
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高购车预算群体受整体经
济环境影响相对较小，其购车预算水平能保持
相对稳定。

资料来源：乘联会，汽车工业协会；罗兰贝格

04  增换购用户占比

1) 2022年大数据研究；2）其中高端新能源车车主以购车车型MSRP在25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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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换购人群消费升级明显，高端车用户预算不
减。聚焦增换购人群，消费升级趋势同样显现。
中国人的汽车消费，仍然有比较重的“面子”情
节，再购车“向上”置换仍然是绝大多数消费者
的主流选择。结合国内增换购数据分析显示，
超80%的汽车增换购消费者遵循消费升级逻
辑，即在增换购后车辆价格不低于当前车价。同
时，调研显示，高端车用户（30万元以上，下同）
增换购预算同样倾向于维持不变或者增加，中
国汽车消费价格整体仍处于上升通道。  05

经济增速 放 缓时期，消费者更倾向理性选择
高性价比产品。随着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
入，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消费者的购车决策将

更为理性，但汽车等昂贵的耐用消费品短期内
不会出现断崖式降级。这个现象在90年代的日
本经济增速放缓初期曾有明显的体现。初期，
消费者端从追求公认的“好车”，转向为“我认
为”的好车，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这个阶段成
为了购车的决定性因素。“由俭入奢易，由奢入
俭难”，因此，绝大部分消费者会在原有“购车
预算”范围内甄别最合适自己的、最划算的车
型，在没有大变故的情况下，消费者不会出现“
预算”断崖式降级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当下中
国经济韧性更强，汽车产业革新正甚，汽车消费
仍将保持旺盛。

>80%

1)

>90%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05  增换购预算变动趋势

1) 30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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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纯电购买意愿增加，且纯电车主忠诚度
高，流失率低

汽车消费者对纯电产品的接受度日益增加，并
且纯电车用户对产品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度。调
研显示，2023年，将纯电车纳入考量的车主占
比已高达98%，纯电车与燃油车的客户群体已
经合二为一，纯电产品已经被绝大部分汽车消
费者所接受。同时，一旦消费者购买了纯电产
品，其对纯电产品/技术显示出了极高的忠诚
度。纯电意向用户考虑其他能源类型车型的占
比稳定低于20%，相比之下，混动/增程式车型
的差距明显。究其原因，纯电车型优异的产品
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6

b) 补能体系进化，商业模式迭代，纯
电车后顾之忧逐步减少

纯电车补能体系已得到长足发展，用户里程焦
虑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但与此同时，消费者仍然
期望能获得与油车一样的补能体验，对充换电
便利性、服务水平等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
待。车企等玩家也纷纷聚焦补能体系建设，提
升消费者服务体验的同时，创新商业模式，扩充
盈利可能。 

i. 充换电技术协同发展，解决用户痛点

充换电体系互补，满足用户多元需求及补能体
验。充电与换电作为两种技术路线，其冲突的声
音越来越小，场景化协同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充电桩更适用于用户日常工作或休息场景，因
此其均匀的分布在住宅区、商业区和办公区，
使用户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场景中都能便捷地充
电；而换电站则有利于在高速路、主干道附近
等行驶场景下快速补能，减少补能时间，缓解了
出行高峰，延伸了驾驶半径。充换有机结合，极
大改善了用户的补能体验。

随着充换电技术的发展，媲美燃油车体验指日
可待。在换电模式下，单次补能的时间由数小时
缩短至3分钟以内，与传统燃油车的加油时间相
差无几，显著降低燃油车车主切换成本。同时，
换电模式也可延长电池寿命，缓解用户对电车
电池寿命及随之而来的电池残值担忧。不仅如
此，快充技术也在不断发展，高压平台的出现使
得充电10分钟续航80%日益普及，消费者对补
能体验的担忧也逐步消散。

ii. 补能商业模式创新，提升车企盈利空间

可充可换可拓展用户基盘，降低购车门槛。吸引
更多的用户，一直是车企的愿望，而车电分离直
接降低了消费者的一次性购车投入，可充可换
也降低了用户购车的心理门槛。通过一定的用
户教育，车企就有机会向下拓展用户群体基盘，
增加潜在销售机会。对车企而言，换电技术的研
发投入在千万元级别，对应单车BOM成本仅增
加千元左右，较为可控。但换电站的建设与电池
资产运营却成为了无法避开的挑战。因此，在汽
车产业拥抱生态合作的今天，换电联盟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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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罗兰贝格用户调研，汽车之家研究院；罗兰贝格

06  纯电用户忠诚度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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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其时，加入换电联盟的补能站日均单量有
望大幅增加，改善生态内玩家的盈利水平。

补能成为新环节，车企可拓展新盈利模式。汽
车产业链价值和利润逐渐从研发生产向后端用
车、出行等服务转移。新能源车企虽然缺少了
维修保养场景，但日常补能确是刚需，为车企提

供了拓展创新商业模式、攫取用户价值的新机
遇。尤其针对高端品牌，品牌专属的补能体验
更是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环节。不仅如
此，电池及补能体系也衍生出更多如电池银行、
电池服务订阅、能源交易等新的商业模式，车企
有机会创造更多持续性的收入来源进一步拓展
商业版图。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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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07  充换电补能体系使用场景与商业化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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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国家政策推动行业发展，生态持续扩大

充换电标准体系建设加速。2024年，汽车标准
化工作会议中将补能体系标准化作为重点工
作，行业充电标准体系、动力电池尺寸标准、换
电标准体系的构建，为产业链各环节企业提供
了更明确的方向和规范，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研
发与建设成本、促进产业链协同、提高资源利
用率。标准化体系的建设也加速了换电联盟、充
电联盟的落地实施，为消费者体验提升打下了
坚实基础。  08

新能源基建版图持续扩大。国家层面也将新能
源车体系纳入到整体能源发展的工作中来，不
断加大低线级城市的基础网络建设，同步鼓励
包括V2G、虚拟电厂、虚拟电力交易等商业模式

创新。举例而言，越来越多的充换一体站正在
投入运营，换电所需的电池将作为天然储能设
备削峰填谷，在电力需求低谷期储存多余电能，
而在高峰期释放储存的电能，优化能源利用效
率，降低整体运营的电费成本，提升了玩家的盈
利水平，有利于新能源基建版图的快速扩充。

c) 智能技术升级，产业生态完善，支撑
纯电车长期进化

i. 智能驾驶商业应用提速，落地场景更贴
近用户日常

城市NOA加速上车，增强产品实用性与用户粘
性。新能源与智能化的绑定越发紧密，新能源
车的智能化技术，尤其是高端新能源车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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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案头研究；罗兰贝格

08  补能体系建设支持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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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已经从“炫酷”走向“实用”，城市NOA就
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新能源车企在过去的1-2年
中，不断提升NOA水平，不仅开通城市越来越
多，而且在城市的内部道路的覆盖度也越来越
高。而城市NOA带来的用户粘性是车内大屏所
不可企及的，对用户常用路线的覆盖及日常功
能表现，将成为未来车企差异化竞争的关键所
在。

ii. 智能驾驶运营开启试点，完善生态并增
强用户粘性

智能化运营逐步试点，生态合作助力用户痛
点解决。面向智能化技术应用的新场景，技术
解决方案往往与相关的生态合作密不可分 。
各类产业玩家也在不断涌入，寻找合适的高
频场景作为切入口，提供差异化的整体解决
方 案 。如 在 停 车 场 景 中，部 分 主 机 厂 通 过 与
ADaas（Autonomous Driving as a service）公
司、保险公司、停车场、通信运营商等多方合作，

面向用户提供一站式的停车场“无人泊车”体验，
从而极大的增强了用户体验和满意度。   09

iii. 新能源车产业链不断完善，助力行业
稳步长足发展

新能源与智能化上下游逐步稳定，产业发展有
序。随着全球大宗商品贸易逐步稳定，电池原
材料价格也逐步回落。得益于中国企业在新能
源车全产业链的布局逐步深入，新能源车产品
的上游原材料及零部件供应情况将不断改善。
同时，新能源车企业及相关产业玩家在智能化
关键芯片等部件也持续加大投入，不断提升产
品性能和功能，更加满足中国消费者日益多元
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新能源车产业的规模
不断扩大，其三电、智能化部件的成本也将得到
进一步控制，产品吸引力将持续增强，助力新
能源车行业稳定长足发展。

ADaaS

ADaaS

•
•
•
•
• …

RAS

/ 

ADaaS

资料来源：案头研究，专家访谈；罗兰贝格

09  ADaaS技术应用场景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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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纯电市场未来可期，整车企业持续投入

从需求侧看，中国消费者对中高端纯电车的接
受度有所提升。随着纯电车补能体系和智能化
技术的快速发展，消费者对纯电车的使用焦虑
逐步降低，市场接受度显著升高。同时，纯电车
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没有改变，消费者对更高品
质、更好性能、更智能的产品有更多的需求。

从供给侧看，车企持续品牌向上和投放高端产
品将提振市场。高端纯电车市场仍处于快速发
展阶段，2021年至2023年间，30万元以上纯电
车销量占比从14%上升至19%，显示出强劲的
增长潜力。中国自主品牌的品牌向上、外资/合
资产品的技术创新也将加速高端纯电产品的投
放，以期望打造更多场景化、有竞争力的品质车
型。  10

a) 高端纯电市场（30万元以上）： 
场景突破vs 品牌延续，竞争日益激烈

高 端 纯 电 市 场 车 型 数 量 激 增，满 足 多 元 需
求 。2 0 2 1 年 至 2 0 2 3 年 间 ，3 0 万 元 以 上 的
新 纯 电 车 型 数 量 由 9 款 增 至 2 5 款 ，涵 盖 轿
车、SUV、MPV等细分市场，车型布局多样化，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预计未来三年
将有近80款新车型投 放市场，新车型在智能
化、续航能力、驾驶辅助等方面持续突破，为用

三
户带来更加极致的体验，推动高端纯电车市场
持续向好。

中国本土品牌在高端纯电场景化持续高举高
打，在夯实中小型车领先地位基础上向大型车
拓展。中国品牌在纯电产品的规划与投放上具
有明显的人群精细化、场景化特征，通过占据
空白场景，实现新品牌对消费者心智的占领。过
去几年，主打“通勤”经济的中小型车，主打“
家庭”经济的中大型SUV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
绩。而随着通过智能化技术和产品创新优势的
不断提升，以及品牌影响力的持续积累，中国本
土品牌也将目光更多的聚焦到了传统豪华品牌
的优势领域。比如，某新势力企业针对政府和
商务出行领域推出大型行政车，通过配置豪华
内外饰、前沿智能驾驶技术等，助力用户提升其
专业形象并同步提升行驶安全及舒适性；某自
主品牌车企发布的豪华越野车则通过强化动力
配置、野外全地形自动驾驶技术，满足中国越野
爱好者全地形、智能化的需求。中国本土品牌
车企期待通过持续满足用户多元场景的精细化
需求，通过技术创新，放大自身产品的特定场景
化能力，构建自身的产品护城河和竞争优势。

传统外资豪华品牌以品牌积淀与产品传承切
入，抓住原有客户群体的青睐，延续高端市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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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险数；罗兰贝格

10  纯电市场不同价位段细分市场格局及未来趋势预测

1) 价格段来自于上险数中车型MS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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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传统豪华品牌在30万元以上的高端乘用
车市场仍然具有较大的市场影响力和品牌粘
性。豪华品牌车企以此为核心，通过对自身经典
产品的传承和快速追赶的纯电技术加大对高端
纯电市场的市场教育和逐步渗透，期望以此为
核心扩大自身在中国纯电市场的市场份额。

某车企最近将其两款超百万元的经典车型进行
了电动化，优先投放在中国市场。该车企也借此
机会，凸显其在中国向纯电赛道转型的决心和
能力。同时，豪华品牌也期待复制期过去的成
功经验，逐步将高端纯电技术和智能化功能延
伸至其他高端纯电产品中，并借助燃油车时代
的品牌/车型资产，夯实其市场竞争力，避免陷
入激烈的价格竞争。  11

b) 中端纯电市场（10-30万元）： 
极致“卷”性价比，红海市场形成

2021年至2023年间，尽管新纯电车型数量由43
款降至40款，10-30万元价位纯电市场依然是
主机厂投放新车型最多、竞争最激烈的细分市
场，各车企纷纷布局，以高性价比产品吸引各类
消费者，力求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少车企在中端纯电市场持续采用高配置低价
格策略，过去只出现在高端车上的配置，如空气
悬架，抬头显示等，如今在30万元以下的车型上
也开始出现。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此
策略在众多车企产品的相互赶超的过程中产生
了一定的“内卷”。“内卷”有效的提升了产品竞

争力，也让消费者获取了实惠，但却在一定程度
上不可避免的陷入了零和博弈，也产生了无序
的竞争，让中端纯电市场快速地变成了红海。

这种“内卷”经过传导，覆盖了整个汽车产业链，
压力无处不在。甚至在消费者中也形成了一定
的“观望”态度，等市场出现更便宜的价格和更
有竞争力的车型，这也让中端纯电“红海”市场
竞争愈发激烈，车企或将面临更为困难的境地。

c) 低端纯电市场（10万元以下）： 
盈利困局凸显，车企放缓步伐

2021年至2023年间，新发布的纯电车型数量由
22款降为12款，市场关注度明显减弱，体量也
有所萎缩。本土品牌作为10万元以下纯电车市
场的主力军，以低价策略快速打开市场。然而，
低价竞争 也导致车企 利润微薄，经营陷入困
境，部分车企已经逐步退出市场或转战其他价
位区间，市场格局生变。

与此同时，由于县域经济活力的不断增强及新
能源车下乡的推进，下沉市场的燃油车替代将
成为10万以下纯电车市场的关键消费场景。随
着补能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深入，低端纯电
市场整体体量仍然可观。不少车企也在深入挖
掘下沉市场新的增长点，如“她经济”、“银发
经济”等。不少车企正在结合下沉市场特点，找
准人群，并基于渠道等资源禀赋制定精准营销
策略，打造爆款，以期在低端市场形成销量，改
善整体企业盈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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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险数；罗兰贝格

11  高端纯电市场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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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中国经济面向高质量发展进行转型升级的今
天，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随着消费者对纯电车需求的持续释放、补能体
系的持续进化、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升级和产业
链的日益完善，我们相信中国新能源及纯电车

市场仍将保持高速的发展，并成为中国汽车产
业转型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罗兰贝格期待与车企及所有汽车产业链玩家携
手并进，共同促进中国新能源车及整体汽车产
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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