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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优质汽车资讯
请关注新快网汽车频道

■廖木兴/图

■新快报记者 张磊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呼之欲出

于4月28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

会议指出，要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

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和

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加快推

进充电桩、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

电网改造。

与此同时，此次国常会部署加快

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意味着相关建设

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会议指出，农

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加快推

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促

进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释放农村消

费潜力，而且有利于发展乡村旅游等

新业态，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据了解，此前政府部门曾推出

过两次汽车下乡政策，均成效显著，

政策期间推动补贴车型销量快速增

长。其中 2009-2010年汽车下乡政

策主要针对微型车，即交叉型乘用

车，政策期间微型车销量高速增长。

补贴前，我国交叉型乘用车销量较为

稳定，2005-2008年年均销量约95万

辆；补贴后，交叉型乘用车销量持续

冲高，2010年全年交叉型乘用车销量

249万辆，同比增长27.9%。

与 2009 年不同，2019-2022 年

这轮新能源汽车下乡多集中于地方

政府和车企补贴。如 2020年4月，

广东省 2020 年汽车下乡专项行动

公告，广东省农村户籍居民购车最

高可享受补贴 1万元。根据中汽协

数据统计显示，2022年下乡车型共

完成销售 265.98万辆，比 2021 年同

期的 141.93万辆，增长 87%，全年共

有28家汽车企业、64款车型积极响

应参加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政府部门

加大政策补贴力度，新能源汽车下

乡推动新能源汽车销量快速增长，

一方面车企加快推出了不少适合这

些场景的新能源车型，丰富消费者

的选择；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下乡

活动培育了消费认知，努力改变了

消费者尤其是农村消费者对这一新

事物认知普遍不足的局面。

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助推新能源车市场持续下沉1

如何解决下沉市场消费痛点
除了建设充电桩
服务网络也需多维度提升

新能源汽车在三四线城市以及农村发展

前景广阔，但目前还是有一些痛点在抑制乡

村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意愿。其中主要

问题在于下沉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和

配套服务仍然未跟上，乡村新能源汽车消费

者的“续航焦虑”就一直存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贵溪

市樟坪畲族乡党委书记雷燕琴提出建议，在

农村布点充电桩建设是大势所趋，需要从顶

层设计层面加以考量。雷燕琴希望国家不断

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比如在充电站

选址及场地租赁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在每个

乡村、社区安装一定数量的快速充电桩，在农

村开展家庭慢速充电桩安装服务，为提高农

村居民生活质量创造更好条件。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聚焦制约新能

源汽车下乡的突出瓶颈，适度超前建设充电

基础设施，创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

护模式，确保“有人建、有人管、能持续”。

为了实现新能源汽车更好下沉，各地方

省市也带头积极布局充电网络。数据显示，

2022年底，广东省宣布正式实现所辖 1123个

乡镇公共充电桩全覆盖。同时，2022年以来，

浙江省湖州地区也在不断推进“电桩下乡”建

设，制定出台相关建设指南，开展新能源充电

桩、光伏、储能站、加气站和能源管理系统等

建设。

此外，车企也在紧锣密鼓地布局下沉市

场的充电网络。2023 年，蔚来汽车将布局

1000座换电站，其中就涵盖乡镇在内的区域

布局 600座。同时，比亚迪、长安、奇瑞、零跑

等国内整车企业也开始积极部署相关工作。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加快新能源汽车普

及，提高居民购买意愿，应鼓励农村新能源汽

车消费者在自己家附近安装充电桩。车企方

面，由于农村地广人稀，单个车企在充电桩的

建设覆盖成本偏高，难度较大。因此，探索多

车企共建开放式充电网络体系，实现互联互

通是更优选择，有助于分摊成本，提高使用效

率，也有利于我国充电网络的标准化发展。

从技术和产业角度分析来看，近年来兴

起的“光储充”一体化产业与农村市场环境、

基础条件充分匹配，也是推动“新能源汽车下

乡”的合理方案。因此，有专业人士建议鼓励

家庭“光储充”一体化的发展，建议有关部门

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农民在自家宅院及屋顶加

装光伏发电设备，为自家及其他家庭电动车

提供充电服务，提升农村充电网络的密度。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建设充电桩的同

时，售后服务、维修保养等整个体系建设也是

重中之重。当前三四线城市及乡镇新能源汽

车服务网点少，新能源汽车维修保养便利性

较差，极大地制约了新能源汽车下乡。

可以这样说，服务网络决定了下沉市场新

能源汽车售后市场服务的质量。提升三四线城

市及乡镇新能源汽车服务质量需要从提高服务

人员专业素质、推动汽修人才转型、推广智能化

服务、增强服务满意度等多方面入手。

对此，汽车行业分析师张翔认为，要引导

企业下沉销售服务网络，鼓励高职院校面向

农村培养维保技术

人员，满足不断增长

的新能源汽车维修

保养需求，此举将有

助于全面提升服务

水平和消费者满意

度，进一步增强农村

居民购买新能源汽

车意愿。

长江证券报告显示，从汽车销量

角度来看，三四线城市及乡镇汽车销

量合计占全国比重约40%；2019年以

来，三四线城市及乡镇年销量合计基

本稳定在800万-900万辆之间，已然

成为汽车销量市场中的中流砥柱。

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发布的

《中国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

显示，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农村地

区汽车千人保有量将近 160 辆，总

保有量超7000万辆。

从消费结构来看，定价在15万

元以下的汽车是三四线城市汽车消

费的主要消费市场，占比达58%。新

能源车市场方面，2022年三四线城

市销量达168万辆，同比增长88.3%，

渗透率达20.5%。但值得注意的是，

三四线城市仅在 5万元以下汽车市

场新能源渗透率领先全国水平，5
万-15万元汽车新能源渗透率相较

全国水平低 3%-5%，中高端市场新

能源渗透率落后程度较大。

整体来看，三四线城市主销车型

以短途代步与经济型家用需求为

主。可以这样说，三四线城市5万-8
万元汽车市场已经被纯电车型占

据。与此同时，三四线城市及乡镇自

主品牌汽车的份额2022年超过50%，

明显高于其他线级城市。分车企来

看，上汽、东风、长安、吉利、奇瑞终端

市场以三四线为主，且市占率领先，

相比之下，比亚迪、广汽市占率则提

升较快。分车型来看，五菱宏光

MINI、宝来、速腾、轩逸、朗逸、哈弗

H6这几款车在三四线城市的销量领

先，五菱宏光MINI市占率稳居第一。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新

能源车市场与传统燃油车市场的重

大差别就是，纯电动车市场目前在

小城市、县乡市场的普及相对来说

仍然是较低的，而传统燃油车在乡

村市场的普及是相对较强的，所以

在县乡市场来看，应该说新能源汽

车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随着整

体的市场结构的逐步改善，推动县乡

市场消费增长，推动整个公共交通不

便的县乡市场实现新能源车普及是

重大的市场机会，也是巨大的蓝海。

相比普及较强的燃油车
新能源汽车在下沉市场空间巨大2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加速向三四线乃至乡镇市场下沉效
果初显，2022年三四线城市新能源销量达168万辆，同比增
长88.3%，渗透率达20.5%。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
将加快推进充电桩和城市停车设施建设，大力推动新能源汽
车下乡和乡村振兴，这也意味着新能源汽车下乡将进一步提
速，充电网络搭建则无疑是当前提速阶段的主要着力点。

政府的重要决议，无疑为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提供
了政策利好。不过，加速新能源汽车在三四线城市及乡镇的
渗透，仍要解决当前存在的发展瓶颈。乡村充电桩如何布
局、售后市场服务质量如何保证、车企销售服务网络如何搭
建、专业人才如何留存等，也成为新能源汽车提高下沉市场
渗透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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