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混动车

型 是 否 是 过 渡 产

品？请从政策和消

费端情况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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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新能源汽车高端化之路该怎么走？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

司在全球司在全球 3636 个国家设有个国家设有 5050

家分支机构家分支机构。。作为一家独作为一家独

立咨询机构立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已罗兰贝格已

成功运营于全球各主要市成功运营于全球各主要市

场场，，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

的市场之一的市场之一。。罗兰贝格进罗兰贝格进

入中国市场入中国市场 3030 余年以来余年以来，，

已为众多中外企业提供战已为众多中外企业提供战

略略、、运营及业绩管理方面运营及业绩管理方面

的咨询服务的咨询服务。。目前目前，，罗兰罗兰

贝格已在中国成立贝格已在中国成立55个办事个办事

处处，，拥有拥有 360360 余名咨询顾余名咨询顾

问问。。

方寅亮

罗兰贝格全球合伙人

兼大中华区副总裁

方寅亮：从政策走向来

看，未来中国能源结构转型

将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向

之一持续深化，2030年碳峰

值、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需

要包括汽车工业在内的诸多

经济支柱行业共同努力。因

此，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目标

也将以节能减排、降低排放

为核心方向，在这一方向

下，混动、纯电、氢燃料等

有助于减少车辆排放的技术

都是符合未来新能源车发展

目标的技术路线，且减排效

果依次递增。从政策视角来

看，混动车是存在随着节能

减排要求逐步提升而逐渐被

纯电和氢燃料车替代的可能。

从消费端来看，除了经

济性、使用便利性、性能等

一系列传统考虑要素外，消

费者对于车辆动力系统选择

的额外影响因素主要是牌照

及路权。在当前，新能源车

产品技术，如电池寿命、性

能等仍在提升的阶段，牌照

及路权对于新能源车在消费

群体中的推广起到重要作

用，尤其像上海等对混动车

有牌照及路权政策支持的城

市。但牌照及路权又是在现

阶段政府为鼓励购买新能源

车而提供的特殊时期政策支

持，随着未来新能源车市场

的发展及保有量的提升，新

能源车特殊政策回收将是大

势所趋，因此，长期来看，

消费者对于车辆能源类型的

选择仍然会回到传统考虑因

素中。

在几项传统考虑因素

中，经济性方面，随着电池

的成本、技术得到优化，纯

电动车相较混动车将更有优

势。便捷性方面，由于充电

网络的普及速度在不同级别

城市及地区有所差异，因此

未来纯电动车在部分充电基

础设施较好的地区替代混动

车将具备较好的消费端基

础。而在部分充电便利性一

般，诸如西部等地区，混动

车仍然具有其使用便捷性的

优势，但考虑到汽车销售主

要市场以经济发达、充电基

础设施发展前景较好的地区

为主，整体来看，未来纯电

的消费基础将优于混动。

因此，从政策和消费端

来看，混动车在大概率上将

作为新能源车发展的一种过

渡形态。长期来看，纯电动

车将成为主流形式。

方寅亮：换电模式在近

期多次受到政策层面关注，

如今年 4 月 23 日，财政部、

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四

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的通知》中允许换电

车辆不受补贴前售价30万元

以下的限制。5 月召开的全

国“两会”中“换电”二字

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7

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

上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指

出，“充电和换电都是电动汽

车的能源补充方式，各有各的

优势，各有各的使用领域和

消费群体。”一系列的政策关

注推动诸如北汽、长安等车

企及南方电网等电力企业纷

纷加码换电模式。

虽然有诸多政策上的支

持，但换电模式最终的市场

化程度仍将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消费者在换电与充电模式

之间做出的选择。当我们把

消费者分为营运类型用户及

非营运个人用户来看时，便

捷性和经济性都是这两种消

费者在换电和充电模式之间

做出选择的主要考虑因素。

对于营运类型用户来

说，换电模式的快捷、便利

符合诸如出租车司机、重卡

车队等用户的车辆应用场景

需求，即可在相对固定的时

间、地点快速更换电池而不

影响出勤时间，而经济性方

面也因为车队规模化管理、

利用错峰波谷充电等，可在

一定程度上得以优化。因此

换电模式对于营运用户来

说，未来具备成为主流模式

的潜力。

但非营运个人用户的应

用场景及服务使用场景与营

运用户的差异较大，个人用

户并不完全追求极速换电，

“快充+社区慢充”的模式基

本可以满足其单日行驶里程

有限、充电频次较低的应用

场景。另外，针对个人用户

的换电服务也存在着运营经

济性的挑战，不同品牌新能

源汽车主机厂考虑到开发成

本、生产成本等因素，难以

在短时间内快速统一电池规

格及标准，而这又将导致换

电服务商难以针对多个品牌

的私人用户提供规模化的换

电服务，换电的便捷性将大

受影响。因此，即使换电模

式可以在车辆购置时通过电

池租赁等BAAS服务降低用户

购买成本，但使用过程中，

换电模式推广仍需依靠主机

厂、供应商、运营商、用户

打造综合生态进行支持，而

这一生态的打造并非易事。

因此，换电模式未来会

大概率首先在营运用户中推

广，在个人用户的推广上仍

需解决相关问题。

方寅亮：新能源车市场

南方偏好、北方偏弱的局面

与新能源车本身在南北方适

用程度不同，以及由此对消

费者选择车辆能源类型产生

的影响有关。首先从政策及

主机厂的角度来看，新能源

车的政策支持除了全国统一

的国家层面政策之外，地方

政策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牌

照及路权方面。牌照和路权

的地方性政策又与当地是否

有主机厂有一定的联系，主

机厂所在地的地方政府一般

出于支持本地企业的考虑，

会更加倾向于出台鼓励政

策。因此，南方地区主机厂

数量和规模稍多于北方地

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南

方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但

这并不是主要影响因素。

真正影响新能源汽车在

南北方市场的差异主要来源

于新能源车辆本身的技术属

性及由此对消费者购买决策

的影响，即与电池在北方地

区的适用程度不及南方有

关。北方冬天天气寒冷且持

续时间长，电池在低温条件

下的续航里程将受到影响，

并且北方冬日低温对于空调

的使用频次和程度远高于南

方，电耗也将大大提升，进

一步缩减了车辆的续航里

程。上述问题在南方的大部

分地区则不明显，因此从消费

者的角度来看，目前新能源车

在北方并不是适用于当地天

气的最佳选择。未来，电池

在低温条件下的衰减问题能

否从技术层面有效解决将会

是影响北方市场的重要因素

之一，但即使低温衰减的问

题得到解决，北方冬季新能

源汽车电耗明显提升也会影

响一部分消费者的购车决策。

方寅亮：当前，新能源

汽车的发展适逢汽车行业整

体价值链转型时期，“新四

化”的持续推进使得汽车行

业整体价值链的重心不断由

前端生产制造向后端销售服

务进行转移，尤其是以车联

网、电池服务、出行服务等

为代表的服务环节，其在整

体价值链中所占据的规模和

利润比重不断提升。另外，

汽车行业发展至今，行业主

要玩家在价值链前端的能力

经过多年发展，水平已经比

较接近，在硬件方面打造差

异化亮点的空间有限。

而服务领域，各家主机

厂还在探索之中，发展方向

和速度差异较大。因此新能

源车企的高端化之路，除了

在传统的生产制造、硬件设

计等方面保持高水准之外，

在服务环节等新兴价值链环

节的布局和深耕更有意义。

在服务环节，新能源车

企应以满足客户需求及解决

新能源车使用痛点作为高端

化之路规划的核心指导原则。

在用户需求方面，新能

源车所带来的整车电子电器

架构的革新及算力的提升将

使智能化、网联化等诸多在

原有传统车辆架构中难以实

现的功能变为可能，新能源

汽车正逐渐成为一种可以在

出行的同时带来智能化体验

的智能整体终端。搭载在智

能终端上的各种与车辆相关

及生活相关的软件服务，诸

如自动驾驶、操控升级、智

能应用软件等都有可能成为

车企高端化的突破点。

在痛点解决方面，新能

源车消费者目前的使用痛点

主要体现在充电、换电便捷

性等方面，消费者对于车辆

的期望已不单单局限在硬件

及软件本身，软硬件之外的

使用服务也是消费者非常看

重的地方，甚至成为对主机

厂品牌形象地位的关键评判

要素。诸多其他行业的品牌

之所以被称为高端，服务在

其中的贡献功不可没。因此

解决用户充换电甚至是电池

维护、更换等使用方面的痛

点，以服务制胜高端化之路也

可以帮助主机厂在解决用户

痛点、提升价值链整体价值

的同时，打造高端化形象。

方寅亮：从经济角度出

发，更多是从投入产出而非

长期战略布局的角度去看布

局其他形式的新能源是否具

有价值，即布局其他形式的

新能源所带来的收入提升是

否能够覆盖企业在新技术路

线上的投入。但经济性的衡

量也需要明确评估周期，即

在短期、中长期内是否有必

要投入其他新能源形式。

从短期视角来看，纯电

在当前市场上已经是符合政

策导向、技术条件、市场需

求的主要技术路线，电动化

的市场空间和盈利能力已经

得到验证，深耕纯电技术是

具备市场基础的选择。

混动作为在部分对混动

车有牌照及路权支持地区的

主要新能源形式之一，短期

内在特定地区具备较好的市

场基础，但整体来看，规模

仍然与纯电有较大差距。

因此，如若车企在混动

方面现有技术储备较弱，需

要再次投入大规模资源布局

混动技术，则投入产出很有

可能效果一般。毕竟混动整

体市场规模相对有限，并且市

场中已经有诸多成熟的玩家，

新进企业获得的空间有限。

从中长期视角来看，纯

电和氢能源将是新能源的主

要力量，尤其是近期习近平

主席提出 2030 年碳峰值、

2060 年碳中和的目标之后，

氢能源作为汽车行业节能减

排长期的重要技术路线之

一，其市场空间值得期待，

但在短期内，市场上尚未出

现在氢能源领域具备绝对主

导地位的玩家。

因此，从市场空间和竞

争格局来看，中长期适时布

局、储备新能源的技术路线

具备经济性方面的潜力，是

值得主机厂关注的领域之一。

临近年底，新能源汽

车的热度持续高涨。新能

源汽车高端化之路究竟该

怎么走？换电之路是否可

行？带着读者关心的一些

问题，本报记者王伟于近

日采访了罗兰贝格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副总

裁方寅亮，他给出了不少

有益的建议。

记者：换电模

式 是 否 会 成 为 主

流？很多车企开始

入局。消费者能否

支持这一形式？

“

记者：目前新

能源车市场南方偏

好、北方较差这种局

面，今后是否会改

变？请从政策和厂商

及消费者角度分析。

“

记者：新能源

车高端化之路，该

怎么走？

“
记者：车企除

了电动化，从经济

的角度出发，还有

无必要在其他新能

源形式上布局？

“
对话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