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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
续8年居全球第一。国产新能源车

全球化进程中呈现“百花齐放”态势，

主要原因何在？具备哪些优势？

李治国：在新能源浪潮中，上汽、
吉利等传统整车企业顺势崛起，同时

涌现出“蔚小理”等一批头部新势力，

在全球化进程中基

本形成完备且具有

竞争力的产业链。

值 得 一 提 的

是，新能源汽车行

业的核心技术也在

同步重点突破，“三

电”技术不断进步，

动力电池研发应用

在全球占据主导，

与整车产品的匹配

性越来越好。得益

于创新技术赋能，

每家造车新势力企

业都形成了独特的竞争力。比如，智

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新势力车企没

有传统燃油车的包袱，也没有传统车

企规模经营的压力，在量产水平和迭

代速度上均展现出一定优势。

姚志勇：从市场表现看，国内新
能源汽车遥遥领先。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数据显示，我国2022年1月至9

月新能源汽车销量为456.7万辆，市

场占有率增至23.5%。与发达国家相

比，中国消费者对电动化等技术的青

睐度更高，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

供了重要动力，中国新能源汽车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趋势更加突出。

记者：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狂
飙”背后有哪些支撑因素？

姚志勇：中国新能源汽车迅猛发
展的背后，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共

同作用。随着“双碳”经济在全球蓬

勃发展，涵盖数字化和绿色化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生逢其时，也是新一轮经

济增长的发动机。“地利”方面，多年

以来，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

出台了很多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政

策，培育了良好的市场环

境。“人和”则是中国企业

家、工程师们在技术领域深耕，厚积

而薄发。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包括大量资本涌入造车新势力，使得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较短时间内

突飞猛进。

芮明杰：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和其
他产品一样，都需要规模化才能实现

盈利。在前期支持政策的作用下，新

能源技术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国内以及海外市场的需求已经形成，

今天所取得的商业化成功是多方面

因素的结合。而从长远角度看，新能

源汽车行业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但何时能真正形成支柱性产业，

还需要时间积淀和市场机遇。

记者：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国
产新能源汽车产业面临哪些机遇和

挑战？

李治国：经历了前几年的井喷式
发展阶段，从今年开始，整个汽车市

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车企不断降

价、利润一再摊薄，大家都在观望，接

下来整个汽车行业到底会发生怎样

的变化。

机遇很显然：伴随着全球能源结

构格局调整，当下大热的“碳中和”、

ESG等话题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方

向一脉相承。

不利因素方面：市场供需两端都

出现了新的情况，产能过剩的苗头隐

现，全球车市复苏缓慢，再加上各国

市场和政策壁垒等，这些都对中国车

企构成了新的挑战。此外，新能源汽

车本质上是智能化装备，技术始终是

行业发展的重点，未来将会走向由软

件主导的行业格局。从这方面来说，

中国车企能不能保持现在这样明显

的竞争优势，我们还要进一步观察。

芮明杰：我关注到的是国产新能
源汽车出海方面的挑战。国内新能

源市场已经从快速成长期转向平稳

过渡期，存量市场竞争很“卷”，各大

汽车厂商都在谋求“走出去”，这也推

动了汽车出口快速增长。但“出海”

并不是单纯把车卖出去，还要在海外

建立完整的服务和支持

体系，而布局体系的前

提是海外市场销量达到

一定规模，新能源车“出

海”是一项长期的系统

性工程，需要企业具有

长远的战略眼光。

记者：进一步促进
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推广

应从哪些方面着力？

芮明杰：促进新能
源汽车发展和推广的着

力点有这么几个：一是

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虽然我们的新能源汽

车产量、出口量不断增加，但其品牌

知名度有限，美誉度不高，与BBA（奔

驰、宝马、奥迪）、特斯拉产品的知名

度、美誉度有差距，需要继续努力。

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背后是产品

的高品质、服务的高质量。二是进一

步加大科研投入，取得我国特有的新

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自己的

技术专利。例如，新能源汽车的操作

系统，除了纯电动车之外，要大力投

入研究氢燃料汽车，以取得突破性成

就，形成氢燃料汽车技术的中国方

案。又如，汽车用芯片的开发制造和

不断迭代升级等，都是需要进一步加

强研发创新的方面。三是规范不同

厂商、不同型号的新能源车充电桩，

减少重复建设充电桩系统网络，使

之共享共用，提高用车者的使用便

利度与满意度，这反过来可以进一

步促进新能源车更广泛的使用，促进

厂商产品质量安全生产与数量增长。

技术输出带来开放合作

记者：前不久，上汽宣布携手奥
迪加快全新电动车型开发，大众汽车

向小鹏汽车增资入股，宁德时代进行

技术授权，与福特汽车在美合作……

如何看待这些新能源技术的反向输

出？与传统车企巨头们的合作能带

来哪些益处？

李治国：可以看出，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自主品牌的创新能力和技术

实力正受到传统汽车巨头的重视和

认可，中国汽车工业正从技术引进迈

向技术输出的新阶段。当新能源席

卷全球，曾经的燃油车巨头们在电动

化技术方面普遍相对滞后，这就需要

他们放下身段学习、快速追赶，才能

和自己过往的地位相匹配。这种合

作是必须的，它有利于整个行业良性

发展，而不是走向恶性竞争。当然这

种合作也会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芮明杰：以上汽和奥迪的合作为
例，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奥

迪具有全球领先的高档汽车制造优

势，如果能与上汽新能源技术结合，

或许很快就有新车型出现。类似这

样的合作是很好的趋势，需要车企具

有智慧的眼光和大的格局，基于各自

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新的角色分工，扩

大产品组合和竞争力，开拓更多市场

机会。

记者：在全球能源转型
浪潮中，面对传统车企巨头

们“大象转身”，中国车企如

何保持领先优势？

芮明杰：近年来，BBA
等传统燃油车巨头都投入重

金开发新能源车，合作方式

也多种多样。BBA在品牌

价值、整车技术等方面相比

比亚迪等国产品牌仍具有优

势，如果这些车企巨头迎头

赶上，很快就将改变行业格

局，与国产新能源车企形成

竞争。

反观国内，比亚迪虽然稳坐全球

新能源汽车头把交椅，新势力车企的

产量尚未达到大规模，这也给我们国

产新能源汽车提了个醒，相比此前两

大阵营“油电之争”，下一代智能网联

汽车更为激烈的竞争局面很快就会

到来。

记者：业界有不少人认为我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了“弯道超车”，您

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姚志勇：“弯道超车”的说法过于
乐观，应该说我们正走在一条良性循

环的道路上。行业兴衰往往瞬息万

变，所以我们要保持谦虚谨慎，加强

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共赢，互相成

就，一起把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做

好、做强。

芮明杰：“弯道超车”需要先有一
个弯道，在我看来，新能源车和传统

燃油车在生产技术上并不一致，相当

于两条赛道。如果把整车制造都视

为一条赛道，我们通过新能源的发力

赶到了别人前面，在数量上占据世界

第一，但在新能源汽车的品质、技术、

定价、产出规模、盈利模式等方面，我

们恐怕还需要向发达国家整车制造

企业学习。

事实上，如果从整体观察新能源

汽车行业，就不能只看产量这个单一

维度，而是要看技术、品质。我们在新

能源赛道上起步比较早，处于领先的

位置，但不少外资车企已经开始与国

产新能源汽车企业展开技术合作，我

们现有优势地位会不会被别人“弯道

超车”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关注。

李治国：我同意芮老师的观点，
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是两条赛

道，正是赛道不同才有机会“换道超

车”，换道超车其实比弯道超车难度

更大，但实现产业整体性跨越的可能

性也更大了。

举个例子，2020年印发的《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新

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往回看，2017年新能源汽

车渗透率只有不到1%，2019年不到

5%，按照这个增速，2025年实现20%

的目标比较“勇敢”。但事实上在

202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超过了

26%。“换道超车”的过程更刺激，因

为它的变化难以预料，而未来更无

法预测。

“从 到   ”是场耐力赛

记者：就近期比亚迪、宁德时代
在《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的强势

表现，请结合您的专业角度评价两家

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与实践，他们的成

功对于中国企业有哪些借鉴意义？

芮明杰：《财富》世界500强的排

名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营收规模，

二是利润率。从规模看，这两家企业

的产品在全球市场需求不断扩大，排

名向上冲得比较快，这也说明了两家

企业产品品质和技术性能过硬，在消

费者心目中形成了品牌效应。

姚志勇：这两家企业的发展史有
一个显著的共性，它们都把自己嵌入

全球产业链中，把自身价值发挥到极

致。在与跨国企业、行业龙头的合作

中不断学习，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然

后独立出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就

超级创新企业。

宁德时代是动力电池行业的“独

角兽”，它的前身宁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ATL）主要从事3C锂电池的

生产和供应，成为了苹果公司电池供

应商。宁德时代还成功打入宝马汽

车供应链，这些都为宁德时代发展自

身专利技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比

亚迪是做电池起家，逐渐向产业链上

下游延伸拓展，进军整车制造领域，

又抓住新能源风口，以电池优势带动

全产业链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中国

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和成功经验，

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加入全球化、嵌

入全球产业链，借助技术资本实现

高速增长。

李治国：我想说的是企业家高瞻
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坚持的魄力。比

亚迪在今年8月9日下线第500万辆

新能源汽车，为全球首家达成这一目

标的车企。但早在20年前比亚迪造

车之初，董事长王传福就力排众议投

入新能源研发，过程充满了波折、不

被看好，靠着燃油车、电池等业务的

输血，终于熬到2019年左右新能源

车爆发，大获成功。宁德时代也是如

此。除了技术创新引领和全球化的

超前布局，这两家企业在现代企业管

理组织方面的创新变革也支撑了企

业长远的发展。

记者：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

业实现“领跑全

球”，对于其他

科创赛道与产

业有何启示？

芮明杰：新
能源汽车产业

的发展路径对

其他高新技术

产业的启示，我

觉得至少有三

点。第一，任何

一种新科技或

高技术产品，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再

到形成市场需求和规模，都需要很长

时间的积淀，不是今天有了一个创新

成果，明天就能成为独角兽；第二，高

科技产品要真正实现产业化成功，需

要多方因素叠加，使得这个产业形成

巨大的产出和市场规模，从而为国民

经济贡献力量；第三，从企业和企业

家的角度，要甘坐冷板凳，持续耕

耘。比亚迪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新能源汽车这个产品刚刚开发

出来的时候，在市场上并没有激起水

花。随着全球大环境、政策等因素调

整，我们的企业坚持不断创新产品，

配合规模化生产体系的建立，最终才

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这个过程我称

之为“产业创新”，就是“从1到100”，

这其中企业作为主体发挥了重要作

用。我们要把诸多科技产品商业化、

产业化，光有好的政策还远远不够，

更需要好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积极

进行产业创新。

“从0到1”的原始创新很难，但

如何跨越“从1到100”同样也很艰

难，我们有很多专利处于无人问津状

态，真正能够转化落地、大规模生产，

为GDP做贡献的少之又少。比亚迪

经过20多年才实现今天的成就，中

间的煎熬并不亚于科学家“从0到1”

的付出。因此我认为，在关注原始创

新的同时，也要关注市场、关注产业

的发展，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比拼

的是耐力。

姚志勇：新技术、新赛道的企业
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有全球性的

战略眼光和格局。科创企业的特

点就是在合作与竞争中学习，就像

比亚迪和特斯拉，“他强我也强，他

强我更强”，这种良性竞争可以有

效促进我们的产业和技术水平不

断提升。

领跑全球，中国新能源汽车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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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国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

副教授

新技术、新赛道的企业不能闭门造车，
而是要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和格局。科创
企业的特点就是在合作与竞争中学习，在
“他强我也强，他强我更强”的良性竞争中，
才能有效促进我们的产业和技术水平不断
提升

■本报记者 周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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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家圆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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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374.7万辆，市场占有率超28%。截至6月底，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达1620万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连续8年居全球第一。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

术与产业链优势凸显，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也逐步开

启了反向技术输出的新篇章。

中国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有何密码？领跑

全球的新能源产业对其他科创赛道有何启示？本

期复旦管理学家圆桌谈，我们邀请来自复旦大学管

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的3位专家——芮明杰、姚志

勇、李治国，共同探讨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新能源

汽车产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姚志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的背后，有着
“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作用。国家出台了
很多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政策，培育了良
好的市场环境。同时，中国企业家、工程师
们在技术领域深耕，厚积而薄发

芮明杰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推广的着力
点，在于进一步提高新能源汽车的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再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取得我国特有
的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同时，要规范不同
厂商、型号的新能源车充电桩，使之共享共用，提
高用车者的使用便利度与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