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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出行调研

2020年出行方式调研

由大陆集团与市场和社会研

究机构 infas 共同合作开

展。infas从2011年起即为

大陆集团未来出行趋势调研

的完成提供支持。

自2011年起，科技公

司大陆集团定期针对各种关

键话题开展出行方式调查研

究。

《大陆集团2020未来出

行趋势调研报告》是其第六

次调研成果，是针对德国、

法国、美国、中国和日本民

众出行方式的各个方面进行

调研后形成的报告。

在所有参与调研的国家

中，为阻止病毒传播而进行

的严格防疫措施在很大程度

上暂时降低了民众的出行频

率。与此同时，即使在措施

放松、出行基本恢复正常

后，许多人的出行行为仍然

发生了改变。调研结果具体

显示了民众行为、态度和期

望的变化。

在2011年，电动出行已

经是未来趋势调研的重点研

究方向之一。2013年，该研

究涵盖了受访者对这一主题

的态度。近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再次关注替代驱动系

统，尤其是电池驱动车辆话

题，原因如下：一方面，电

动汽车的普及程度明显落后

于近年来人们所表达出的期

待程度；另一方面，生态可

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明确地

被社会及政治主流所接受。

对于许多公司来说，其已经

从备选项变成了其商业模式

的核心支柱。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即三大洲主要工业化国家的

人们如何看待今天的电动汽

车话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私人出行变得相当重要。

私人出行将在危机中变

得更加有利：为了最大限度

地减少与他人的接触，许多

人选择骑自行车或开车出

行，公共交通的使用则显著

减少。

虽然在疫情期间，许多

人的出行频率比以前大大降

低，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

表示，他们实际上使用私家

车的频率在增加。这种趋势

在中国尤为明显，几乎有一

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多

地使用私家车出行。在德

国，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也

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即使在

行动自由受到特别严重限制

的法国，也有16%的受访者

表示使用私家车的频率比疫

情开始前高。同时，自行车

在此期间也变得更加重要。

公共交通的情况则截然不

同，有一半的德国受访者表

示，他们使用公共交通的次

数比以前少了，中国和日本

也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如此

表示。问题是，疫情过后，

这种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

部分调查结果似乎表明了

这种趋势：在调研的国家

中，最少有 6%的德国受访

者，至多有15%的美国受访

者表示，他们已经购买了汽

车或考虑在中长期内购买汽

车。在中国，有车一族的比

例显著偏低，多达 58%的受

访者考虑购车。

近年来，汽车共享理念

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在

城市地区，其正在一些国家

得到广泛推广，部分原因是

受此次疫情影响。在中国，

这种转变尤为明显，21%的

受访者因疫情原因而使用这

种即时叫车服务。在法国和

美国，仍有相当一部分人

（分别为7%和 6%） 依赖这些

服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等国家的人们倾向于保

持传统的出行理念：在这两

个国家，汽车共享服务几乎

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仍然落

后于更为传统的租车服务。

私人出行方式在大多数

人的日常生活中根深蒂固，

并有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保持不变，特别是对于

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他们目

前更有意愿拥有自己的汽车。

在美国 80%以上的受访

者拥有自己的汽车，14%至

20%的受访者使用家人或朋友

的汽车。拼车或叫车等新的

汽车共享概念迄今还未发挥

相关作用。仅在大城市，使

用此类服务的受访者比例略

有上升。但即便这样，也没

有证据表明，这是一种主流

现象。

此外，大约有 10%的中

国人表示，他们经常使用这

类服务——在中国，考虑买

车的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

多，这意味着汽车共享模式

的重要性可能会下降。

电动出行被认为是使未

来私人出行更具可持续性的

一个关键概念。

然而，在德国以及世界

上几乎所有其他地区，电动

汽车的销售量却远低于预

期，也远低于实现温室气体

减排目标所需的规模。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德国

受访者表示，他们会考虑在

未来购买一辆电动汽车；而

在 2013 年，这一比例仅为

17%。不过，尽管德国人考

虑购买电动汽车的意愿越来

越强烈，但事实上，大多数

人并未打算将其付诸行动。

更重要的是，在德国，不会

考虑购买电动汽车的受访者

比例（57%）高于其他地区。

在法国 （56%） 和美国

（50%），至少有一半的人不会

考虑购买电动汽车。在日

本 ， 这 一 比 例 略 低 一 点

（46%）。而中国是一个明显的

例外：只有12%的受访者不

愿购买电动汽车。

总体而言，对大多数人

来说，不考虑电动汽车的最

重要因素是对续航里程的担

忧。

在德国，最常被提及的

三个不考虑电动汽车的理由

是缺少充电站 （有趣的是，

城市比农村地区更多提到这

一点）、续航里程低，以及如

果必须长距离行驶，需要预

先规划行程及需要更长的休

息时间。在德国，价格高只

是第四大考虑因素。

在所调研的五个国家

中，有四个国家不考虑电动

汽车的首要理由是缺少充电

站。只有在法国，价格是最

让人望而却步的因素。

从国际角度来看，疑虑

也比较相似：在所调研的五个

国家中，电动汽车怀疑论者的

四个主要论点都是一样的。

在这些国家中，政策制

定者都试图通过货币和非货

币激励措施来引导买家转向

替代驱动系统。例如，这五

个国家都提供电动汽车购买

补贴。德国增加了补贴金

额，作为经济刺激计划的一

部分，以减轻疫情对经济的

影响；在中国，原定到期的

补贴已经延长。在日本，政

策制定者还针对制造商增加

续航里程支付创新补贴。这

些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也在

扩建。因此，立法者正在解

决阻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相

关问题。另外，还需要提高

公众的意识水平和提供更多

信息。

对续航里程的担忧是各

国民众不愿购买电动汽车的

主要理由之一。但对于大多

数人而言，电动汽车已经可

以轻松满足他们的日常出行

需求，因为需要行驶的距离

通常很短，而且充电站越来

越多地出现在家附近、工作

场所和公共场所——在这些

地方，汽车经常需要停放较

长时间。

然而，还有一些仅靠技

术发展还是无法克服的问

题。三分之一的德国受访者

表示，他们不会考虑购买电

动汽车，因为他们怀疑这项

技术的环保性。有四分之一

的法国受访者也抱有同样的

疑虑。其他三个国家的情况

则完全不同，在这些国家，

质疑电动汽车环保问题的人

比例要低得多，从美国的

11%到日本的仅1%不等。

各国正试图通过货币激

励的方式来提高电动汽车的

普及率，这种尝试在德国尤

为明显。例如。最近德国通

过大幅提高购买补贴来刺激

经济，以渡过新冠肺炎疫情

危机。然而，调查数据显

示，这种疑虑更多是结构性

的，从长远来看，不太可能

通过提高补贴这种单一措施

来打消。

在某些层面上，电动出

行的发展是一个“鸡生蛋还

是蛋生鸡”的问题。

例如，在基础设施方

面出现的问题是，我们是否

应该扩大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来使人们相信这项技术的前

景——尽管目前的需求还没

有达到这种程度，抑或是应

该随着车辆注册数量的增加

再来对基建数量进行调整。

至于可供选择的车型范

围，厂家一直表示，因为需

求不足而没有扩大产品范

围；而买家表示，可供选择

的车型太少。

虽然最近有很多厂商都

大幅扩大了产品范围，但推

动电动汽车持续发展的动力

可能来自中国，这是因为：

①作为一个“汽车增量

市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

全球汽车制造商的核心销售

市场。

②《大陆集团2020年未

来出行趋势调研报告》结果

显示，私人交通工具对于中

国居民重要性的提升，比任

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显著。在

中国，46%的受访者表示，他

们使用汽车的频率比以前更

高。在德国，这一数字只有

一半（23%）。

③中国的未来出行方式

转变可能会继续下去，近

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

购买汽车或正在考虑购买汽

车。

④在中国，86%的受访者

会考虑购买一辆电动汽车

——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私人出行是

“危机中的赢家”

全新的出行理念也引

发了关于未来出行方

式的讨论——但这并

不是大多数人的现实

日常生活情况

电动出行将在未来发

挥重要作用——但通

往大众市场的道路还

很遥远

中国有望提振

电动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