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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长期内，汽车行业进入微增长阶段，2023年如无有力措施，将再次出现负增长

狭义乘用车年度销量趋势 狭义乘用车月度销量趋势

数据来源：乘联会产销数据，汽车之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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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5万 2,372万 2,235万 2,069万 1,929万 2,007万 2,056万

约

2,097万

+18.7%

+2.0%

-5.8%
-7.4% -6.8%

+4.1%
+2.4%

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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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销量 同比增长率

• 中长期内，我国GDP增速、基尼系数、城镇人口密度等均不具备高增长条件，汽车行业进入低增长或负增长时期

• 短期内，受国际形势复杂、购车刺激政策退坡、居民资产预期降低、失业率增加等因素影响，2023年如不实施有力的
刺激措施，乘用车销量将再次出现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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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渗透率受三个明星品牌影响，自2022年3月后渗透率缓慢增长

• 根据头部新能源企业2023年产品、产能方面的规划，预计2023年比亚迪、特斯拉等头部企业将再有突破，新能源渗
透率将超过40%，销量将超过800万

新能源渗透率受头部企业引领，预计新能源销量2022年570万，2023年将超800万

狭义乘用车新能源销量和渗透率

数据来源：乘联会产销数据，汽车之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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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华品牌价格下探时代已经过去，收缩20万以下产品，而40万以上市场份额增加

• 合资品牌10-20万主销市场受中国品牌挤压下降明显，而25万以上市场略有增长

• 中国品牌价格向上突破成果显著，且抢走了20万以下合资品牌大量份额

市场价格向上趋势明显，中国品牌价格天花板不复存在

价格段 豪华品牌 合资品牌
中国品牌

燃油车

中国品牌

新能源
价格段 豪华品牌 合资品牌

中国品牌

燃油车

中国品牌

新能源

50万以上 3.3% 0.5% - - 50万以上 5.7% 0.4% - 0.2%

45-50万 1.5% 0.3% - - 45-50万 2.3% 0.1% 0.1% 0.1%

40-45万 3.0% 0.2% - - 40-45万 3.3% 0.2% - 0.1%

35-40万 2.9% 0.4% - - 35-40万 3.5% 0.6% 0.2% 0.2%

30-35万 3.4% 1.1% - - 30-35万 4.3% 1.9% 0.3% 0.4%

25-30万 4.2% 2.8% 0.1% 0.2% 25-30万 3.4% 4.4% 0.4% 0.7%

20-25万 1.1% 8.2% 0.3% 0.2% 20-25万 1.6% 7.4% 1.0% 1.3%

15-20万 0.7% 15.6% 2.2% 0.3% 15-20万 - 11.7% 3.0% 2.7%

10-15万 - 20.0% 8.6% 0.4% 10-15万 - 13.2% 8.1% 3.0%

05-10万 - 6.2% 10.6% 0.4% 05-10万 - 3.5% 6.9% 2.1%

05万以下 - 0.3% 0.9% - 05万以下 - - 0.3% 1.4%

整体市场价格分布

2022年价格分布2019年价格分布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线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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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SUV最终没有超过轿车，但仅从燃油车看，SUV销量早在2020年就超过轿车，轿车的新能源发展领先于SUV

整体来看SUV销量略低于轿车，而燃油车市场SUV早已超过轿车

乘用车分车身类型份额趋势 燃油&新能源分车身类型份额趋势

50.4% 48.9% 48.7% 50.4%

45.3% 47.2% 47.3% 45.9%

4.3% 3.9% 4.0% 3.7%

2019 2020 2021 2022

轿车 SUV MPV
2019 2020 2021 2022

燃油 轿车 47.8% 44.9% 39.8% 35.8%

SUV 44.1% 45.8% 42.5% 35.4%

MPV 4.2% 3.9% 3.8% 3.4%

新能源 轿车 2.6% 4.0% 8.9% 14.6%

SUV 1.2% 1.4% 4.8% 10.6%

MPV 0.0% 0.0% 0.2% 0.3%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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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凑型轿车市场萎缩，份额向上下两端分化，中大型和微型轿车明显增长

• 合资品牌轿车优势迅速减弱，中国品牌快速增长

轿车市场合资品牌紧凑型份额减弱，而中国品牌微型轿车增长明显

轿车分级别份额趋势 轿车分品牌档次份额趋势

0.8% 1.5% 4.0% 5.1%3.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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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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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微型 轿车

豪华 中型 轿车 豪华 大型 轿车豪华 中大型 轿车

合资 紧凑型 轿车 合资 中型 轿车

• 中国品牌微型纯电形成独立市场（10万以下）；而小型以上市场仍未站住脚

• 合资品牌轿车向紧凑型、中型收缩（10-25万）；豪华品牌轿车中型以上形成舒适区（25万以上）

轿车市场各品牌档次价位区隔分明，合资品牌所处中部价位被上下抢夺

70.1%

8.8%

3.6%

中国 微型 轿车

中国 小型 SUV

中国 小型 轿车

16.8%

15.1%

13.6%

中国 小型 轿车

中国 紧凑型 SUV

中国 微型 轿车

37.7%

26.0%

9.2%

中国 紧凑型 轿车

合资 紧凑型 轿车

中国 紧凑型 SUV

15.2%

15.0%

12.6%

合资 中型 轿车

中国 中大型 轿车

中国 紧凑型 轿车

13.0%

12.8%

12.3%

豪华 中大型 轿车

中国 中大型 轿车

中国 中型 轿车

35.5%

25.8%

6.7%

合资 小型 轿车

合资 紧凑型 轿车

中国 紧凑型 轿车

56.1%

11.6%

6.2%

合资 紧凑型 轿车

中国 紧凑型 轿车

合资 中型 轿车

57.6%

9.8%

6.5%

合资 中型 轿车

豪华 中型 轿车

合资 紧凑型 轿车

52.3%

11.0%

10.5%

豪华 中大型 轿车

豪华 中型 轿车

合资 中型 轿车

26.9%

15.9%

13.6%

豪华 紧凑型 轿车

合资 紧凑型 轿车

豪华 中型 轿车

43.0%

17.1%

8.6%

豪华 中型 轿车

合资 中型 轿车

豪华 中大型 轿车

53.8%

9.4%

8.1%

豪华 中大型 轿车

豪华 中型 轿车

合资 中型 轿车

58.5%

10.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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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 中大型 SUV

中国 小型 轿车 中国 紧凑型 轿车 中国 中大型 轿车中国 中型 轿车

豪华 紧凑型 轿车

合资 小型 轿车 合资 中大型 轿车

中国 紧凑型 SUV

轿车细分市场竞争趋势
(含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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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汽车之家对比次数(202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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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资品牌紧凑型轿车市场竞争密集，受到多方抢夺，其中与新能源车系几乎完全交织在一起

• 合资中型、豪华中型、豪华中大型轿车市场相对舒适

轿车4600-4800、10-15万市场竞争密集，合资品牌与新能源定位几乎重合

合资品牌均价线

中国品牌均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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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产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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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轿车销量冠军是新能源车宏光MINIEV，同比上升9%；而轩逸退居第二，同比下降20%

轿车销量冠军新能源车宏光MINIEV，轩逸退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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轿车车系TOP30销量排名及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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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SUV份额减少，中型、中大型有所增长

• 合资品牌SUV份额减少，豪华品牌SUV份额增长

SUV市场向上发展，中型以上级别份额增长，豪华品牌份额增长

SUV分级别份额趋势 SUV分品牌档次份额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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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紧凑型 SUV中国 小型 SUV

豪华 中型 SUV 豪华 大型 SUV豪华 中大型 SUV

合资 紧凑型 SUV 合资 中型 SUV

• 中国品牌SUV保持对紧凑型的依赖（8-15万），中型以上SUV没有对合资品牌造成威胁

• 合资品牌SUV向紧凑型收缩（15-25万）；豪华品牌SUV中型以上形成舒适区（35万以上）；25-35万是合资中型
SUV与豪华紧凑型SUV的争夺区

SUV市场各品牌档次间几乎不存在竞争

36.2%

20.3%

7.6%

中国 小型 SUV

中国 紧凑型 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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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品牌紧凑型SUV与合资品牌紧凑型SUV有较明显的价格区隔，同尺寸相差约5万；但中国高端品牌(如坦克、红旗、
领克)，以及新能源品牌(如比亚迪)已进入合资品牌价格带

• 特斯拉、蔚来等高端新能源品牌在豪华与合资中间形成新的价格带

SUV市场相对轿车，车系更多而定位分散，更有利于多数车企布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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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产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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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V销量TOP2是两款新能源车，分别是宋PLUS和Model Y

• 过去的燃油SUV王者哈弗H6、长安CS75、本田CR-V已排在第3至第5位置

SUV销量TOP2是两款新能源车，分别是宋PLUS和Model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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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MPV 车长价格分布 MPV细分市场格局

低端M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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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为主

中端M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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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56.8%

66.0%

52.4%

44.3%
36.2%

2019 2020 2021 2022

高端MPV 中端MPV 低端MPV

市场份额趋势：

MPV市场，中端家用MPV迅速增长占据主流，低端MPV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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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产品库



17

• 低端MPV定位与紧凑型SUV有一定重合，这也是低端MPV发展不好的最主要原因

• 中端MPV形成成熟市场；高端MPV以商用为主，目前是中端MPV的市场补充

中高端MPV形成成熟市场，低端MPV定位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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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克GL8依然是MPV榜首，2021年底上市的丰田赛那迅速占领MPV第二

• MPV市场新能源车相对较少，目前无新能源MPV排进TOP10

主流MPV销量全面下降，MPV市场新能源车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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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V车系TOP30销量排名及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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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市场总结

⚫ 轿车销量仍超过SUV，主要源于微型电动轿车市场的火爆
⚫ MPV市场依旧稳定，份额相比去年略有降低

轿车
⚫ 10万以下中国品牌微型轿车形成独立市场
⚫ 10-25万在售轿车密集，竞争激烈，以合资品牌紧凑型、中型为主，合资品牌受到来自中国品牌和

豪华品牌的上下挤压
⚫ 25万以上是豪华品牌中型及以上级别车系，是豪华品牌轿车舒适区

SUV
⚫ 15万以下以中国品牌紧凑型为主，中国品牌对紧凑型SUV市场仍有很强的依赖
⚫ 15-25万竞争激烈，主要是合资品牌紧凑型SUV与中国品牌新能源SUV的竞争
⚫ 25-35万是合资品牌中型SUV与豪华品牌紧凑型SUV的争夺区
⚫ 35万以上是豪华品牌中型及以上级别车系，是豪华品牌SUV舒适区

MPV
⚫ 15万以下低端MPV因定位与紧凑型SUV有一定重合，也是导致低端MPV近几年连续下降的原因
⚫ 15-35万中端家用MPV市场增长迅速，以别克、丰田、本田、传祺等品牌为主
⚫ 35万以上主要是高端商用MPV市场



各品牌档次趋势分析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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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中国品牌销量份额超过合资品牌，豪华品牌份额稳定

• 合资品牌各国别全面下降

中国品牌超过合资品牌，豪华品牌份额停止增长

乘用车分品牌档次销量趋势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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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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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品牌国别份额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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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17.1% 17.0%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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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品牌

合资品牌

中国品牌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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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豪华品牌停止了2021年以前的增长趋势，主要原因是来自中国品牌新能源+高端化的冲击

• BBA依然领先，特斯拉符合新能源+高端化的市场趋势，逆势增长

豪华品牌份额全面下降，仅特斯拉逆势增长

豪华品牌TOP15销量排名及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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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A领先地位动摇，特斯拉增长明显，豪华品牌TOP4集中度提升

豪华品牌销量梯度明显，TOP4集中度持续提升

豪华品牌分品牌销量（万） 豪华品牌分品牌销量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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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8 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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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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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豪华品牌新能源产品以油改电为主，而全新新能源产品将在2025年后集中落地，电动化进程缓慢

传统豪华品牌没有赶上这轮新能源+高端化的爆发，且短期内难以突破

传统豪华品牌(不含特斯拉)新能源渗透率趋势 传统豪华品牌电动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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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 已上市EQ系列A/B/C/E/S，并未完全国产化

宝马 上市ix3和i3，而全新平台规划2025年投入使用

奥迪 开发纯电PPE平台，计划2025年推出约30款电动车

捷豹 计划2025年转型新能源

路特斯 计划2028年转型新能源

雷克萨斯 计划2035年转型新能源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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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肯基本完成全面国产化，上汽奥迪销量疲软，豪华品牌短期内不会出现国产化带来销量突增

短期内不会出现豪华品牌通过国产化带动销量明显增长

豪华品牌国产&进口比例 奥迪 国产化进程 林肯国产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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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奥迪已上市3款车系，月销总量不足1000辆，
对奥迪品牌整体影响不大

林肯主销产品已完成全面国产化，
不会再出现高速增长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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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品牌上半年产能受疫情影响严重，同比涨跌幅度较大

• 合资品牌销量分三个梯度，第一梯度包含大众、丰田、本田、日产、别克，第二梯度以后厂商销量低迷

合资品牌厂商TOP20销量排名及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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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资品牌新能源仅ID.4月销量近万，ID.6、ID.3、微蓝6月销量均不足5000

• 日系新能源起步较晚，而定价是最高的，销量表现并不理想

合资品牌新能源进程缓慢，短期内难有大幅销量突破

合资品牌主要新能源车系销量趋势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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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流合资品牌都以20万以下市场为主，明年仍存在被中国品牌蚕食下降的风险

• 在30万以上市场的大小，决定品牌短期未来的生命力

大众、丰田、本田、别克、福特价格布局符合市场趋势，2023年有可能翻盘

合
资
品
牌

豪
华
品
牌

中
国
品
牌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60万以上 0.4% 1.7% 0.2%

50-60万 0.5% 0.4%

40-50万 0.9% 1.7%

35-40万 2.1% 1.7% 0.5% 1.8% 4.6% 0.4%

30-35万 4.4% 0.2% 9.0% 2.0% 0.2% 5.6% 0.9% 10.6% 0.4%

25-30万 8.2% 2.4% 12.8% 0.6% 12.1% 0.9% 2.6% 15.9% 1.3% 4.9% 1.5%

20-25万 16.0% 2.7% 16.9% 1.5% 17.0% 0.3% 7.7% 27.1% 0.2% 5.4% 0.1% 17.9% 0.7%

15-20万 22.6% 1.7% 20.5% 35.1% 0.3% 36.4% 13.5% 3.0% 23.6% 0.8% 32.0% 0.5%

10-15万 30.9% 0.4% 28.1% 24.9% 38.0% 28.7% 45.4% 21.6%

10万以下 6.7% 7.1% 6.8% 14.7% 2.1% 22.6% 4.8%

现代 福特
价格段

大众 丰田 本田 日产 别克

合资品牌主要品牌价格分布 2022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线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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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新能源+高端化趋势，中国品牌绝大多数车企有明显增长，其中最突出的是比亚迪，其次是广汽、东风

• 长城、五菱、上汽的下降，主要由于过去对15万以下燃油车的依赖过重造成

中国品牌借助新能源+高端化趋势，多数车企有明显增长

中
国
品
牌

豪
华
品
牌

合
资
品
牌

中国品牌车企TOP20销量排名及同比变化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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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内新能源的爆发主要来源于中国品牌

• 中国品牌新能源同样面临4月后渗透率不涨的现象

中国品牌增长的最主要来源是新能源弯道超车的阶段性成功

中
国
品
牌

豪
华
品
牌

合
资
品
牌

中国品牌新能源年度销量趋势 中国品牌新能源月度销量趋势

95.6 87.9

241.8

427.3

106.3 114.7

300.2

501.0

-8.1%

175%

109%

2019 2020 2021 2022.1-11

中国品牌新能源(万) 整体新能源(万)

中国品牌同比增长率

12.7
7.1

13.7 13.4 15.1
18.3 19.2 21.5

25.3 27.5
31.4

36.9

30.4

22.7

34.8

26.3
32.4

41.5 43.7 45.4
50.1 50.3 49.8

16% 16%

22% 23%
26%

31% 31%

37% 37% 36%
38%

40%

33%

42%

47%

55%
53%

51% 52%
54%

56%
54%

57%

1月

2021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022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中国品牌新能源销量(万) 中国品牌新能源渗透率

数据来源：乘联会产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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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端化领先的车企未来机会更大，如：比亚迪、吉利、长城、一汽、上汽、广汽

高端化进程将决定中国车企未来发展

中
国
品
牌

豪
华
品
牌

合
资
品
牌

比亚迪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燃油 新能源

50万以上 0.1% 1.4% 8.5%

45-50万 3.6% 0.1%

40-45万 0.1% 0.7% 0.2% 0.1%

35-40万 0.1% 0.9% 2.9% 0.1% 4.7% 0.6% 0.8%

30-35万 2.2% 0.4% 1.2% 4.9% 0.8% 0.1% 6.5% 0.4% 1.4% 0.2%

25-30万 7.7% 1.5% 3.2% 2.9% 0.6% 5.6% 0.3% 0.5% 0.4% 2.4% 1.3%

20-25万 17.8% 1.8% 0.4% 10.9% 1.5% 0.2% 6.0% 4.5% 2.1% 0.4% 10.6% 0.6% 1.2%

15-20万 29.7% 17.6% 2.0% 18.2% 5.7% 3.7% 0.3% 25.6% 0.4% 6.2% 6.0% 19.4% 9.4% 7.1% 3.3%

10-15万 40.5% 32.9% 3.6% 27.3% 8.6% 57.1% 0.5% 25.6% 1.7% 37.7% 1.8% 32.8% 10.4% 31.9% 0.2% 5.0%

05-10万 2.0% 31.6% 0.7% 15.7% 33.1% 3.2% 4.9% 38.7% 10.5% 35.4% 14.6% 39.3% 5.9%

05万以下 2.2% 1.7% 5.0% 2.1% 4.2% 49.8%

奇瑞 五菱
价格段

吉利 长城 长安 一汽 上汽 广汽

中国品牌主要车企价格分布 2022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线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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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档次总结

⚫ 2022年，中国品牌超过合资品牌，豪华品牌份额停止增长

豪华品牌
⚫ 豪华品牌享受市场价格需求向上带来的红利，但同时也受到高端新能源市场的冲击，2022年传统豪华品牌几乎全面下降
⚫ 豪华品牌明显区分三个梯队，BBA在第一梯队，份额相对稳定；特斯拉在第二梯队，借助新能源+智能化的大趋势增长迅猛；其他品牌

在第三梯队，份额持续下降
⚫ 传统豪华品牌(不含特斯拉)新能源进度缓慢，且短期内难以突破，按照公开规划，主流豪华品牌新能源集中上市将在2025年

合资品牌
⚫ 合资品牌受到豪华品牌和中国品牌上下挤压，市场空间不断萎缩，又因2022年国际形势及疫情等多方原因，多数合资品牌生产工厂和

上游物流受到严重影响，导致合资品牌整车销售份额持续下降
⚫ 合资品牌仍以两个大众占据TOP2，其次是日系三强，再次是别克，此外其他合资品牌月均销量都在2万以下，且2022年几乎全部出现

大幅下降
⚫ 合资品牌新能源进程缓慢，目前仅有大众ID家族整体月销上万
⚫ 从价格分布来看，合资品牌主流销量被挤压到10-25万，但收缩市场只能饮鸩止渴，积极布局30万以上市场才是长期发展路径

中国品牌
⚫ 中国品牌借由新能源+智能化的红利，在销量和价格向上方面迅速崛起
⚫ 比亚迪增速超过150%，成为行业销量老大
⚫ 高端化同样是中国品牌长期发展的路径，主流中国车企均已布局高端市场



新能源市场分析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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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市场存在三个明星品牌，其他品牌围绕明星品牌形成三档细分市场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产品库

大众
3.2%

比亚迪
31.4%

埃安
4.9%

高端市场：起步价>25万，约占 18%

中端市场：起步价10-25万，约占 57%

五菱
7.4%

欧拉
2.3%

长安
3.1%

奇瑞
4.1%

低端市场：起步价＜10万，约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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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端品牌定价：
日系>大众>比亚迪

高端市场
* 高端品牌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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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市场自2021年起迎来爆发，所以从2021到2022年的变化来看，虽然依然是纯电为主，但插混&增程占比所有
提升；新能源车10万以下微型轿车比例明显下降，而是以10-20万紧凑级车为主，10-20万凑级车也是燃油车的主销
价格段，新能源和燃油车互为竞争关系

新能源市场趋向成熟，与燃油车互为竞争关系

新能源市场 分燃油类型 份额趋势 新能源市场 分价格段 份额趋势 新能源市场 分级别市场 份额趋势

88.5% 87.0%
81.6%

76.0%

11.3% 9.6%
14.7%

19.8%

0.2% 3.3% 3.7% 4.2%

2019 2020 2021 2022

纯电 插混 增程 2019 2020 2021 2022

轿车 中大型车 0.2% 3.7% 5.5% 7.4%

中型车 4.6% 15.9% 8.8% 6.5%

紧凑型车 43.7% 25.2% 19.1% 18.5%

小型车 1.0% 0.3% 2.3% 4.6%

微型车 19.0% 28.1% 28.5% 20.1%

SUV 大型SUV 0.0% 0.0% 0.1% 0.7%

中大型SUV 2.5% 5.1% 5.2% 4.4%

中型SUV 5.3% 6.8% 12.8% 13.6%

紧凑型SUV 11.3% 8.2% 11.3% 18.0%

小型SUV 11.0% 5.7% 5.0% 4.6%

MPV 1.2% 0.8% 1.3% 1.3%

级别市场价格段 2019 2020 2021 2022

50万以上 7.0% 7.3% 7.1% 4.1%

45-50万 5.1% 3.1% 1.5% 1.4%

40-45万 0.9% 0.6% 0.9% 1.5%

35-40万 2.5% 2.4% 2.4% 3.0%

30-35万 1.9% 3.2% 3.2% 4.9%

25-30万 13.6% 10.5% 6.4% 9.2%

20-25万 15.3% 15.5% 11.7% 11.6%

15-20万 15.3% 14.3% 14.7% 21.4%

10-15万 18.6% 15.4% 19.2% 21.4%

05-10万 17.7% 18.0% 15.5% 12.8%

05万以下 2.0% 9.7% 17.4% 8.8%

数据来源：上险量，汽车之家线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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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新能源明星品牌依然占据TOP3，比亚迪稳站第一梯队，而第四名以后已没有明显的梯度划分

三个明星品牌依然是新能源销量TOP3，榜首比亚迪销量是第二名的3倍

新能源品牌TOP20销量排名及同比变化

52.6

31.2 39.3
12.3 8.6 9.6 6.5 9.1 9.7 9.1 4.4

13.3
6.0 5.4 3.1

9.7
0.6 0.0 3.0 4.6

136.7

40.0 38.5

18.8 16.1 16.0 12.3 11.4 10.9 10.5 9.4 8.7 8.1 7.8 7.3 7.0 6.0 6.0 5.6 4.7

+217%

+65%
+11%

+78%
+121% +11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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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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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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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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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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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特斯拉产品布局不断完善，产能进一步提升，2023年具备增长条件

• 五菱产品单一，且低端新能源市场已到瓶颈，2023年将不会有明显突破

比亚迪、特斯拉2023年仍存在大幅增长机会

新能源TOP3品牌销量趋势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120000

140000

160000

180000

200000

1月

2021

3月 5月 7月 9月 11月 1月

2022

3月 5月 7月 9月 11月

比亚迪 特斯拉 五菱EV

比亚迪：2023年销量可能再翻倍

✓ 比亚迪产品布局全面，覆盖中端新能源纯电、插混、轿
车、SUV、MPV等各细分市场

✓ 比亚迪销量涨势迅猛，看不到瓶颈

✓ 按计划比亚迪将在2023年进军高端新能源市场

特斯拉：2023年销量有极大增长空间，但公关问题待解决

✓ 产能受限，每三个月交车，随着全球工厂产能逐步释放，
销量存在大幅上升空间

✓ 特斯拉计划2023年发布紧凑级车系，价格进一步下探

✓ 特斯拉公关简单粗暴，导致2022年产品、服务等问题
过分暴露且不能解决，将严重影响用户信任

五菱：2023年销量不会有明显突破

✓ 新能源产品单一，缺乏创新

✓ 低端新能源市场已到瓶颈，市场中高端产品不断完善

TOP3整体占新能源份额：

42% 48% 45% 36% 42% 42% 37% 38% 46% 44% 43% 44% 41% 49% 48% 44% 44% 50% 42% 47% 52% 49% 50%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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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蔚小理是中国新势力头部品牌，产品表现已不输传统豪华品牌

• 受制于车系少、渠道效率低、用户运营成本高等因素，蔚小理的销量短期内难有本质提升

中国新势力头部企业面临瓶颈，仅期待下一轮创新才可能突破

蔚小理销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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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3月 5月 7月 9月 11月

理想 蔚来 小鹏

蔚小理优势

✓ 品牌知名度高：互联网背景，创始人标签明显

✓ 定位明确

理想——聚焦家庭出行

蔚来——追求生活方式，深耕豪华市场

小鹏——更懂中国的智能化

✓ 智能化技术：自动驾驶+智能座舱

✓ 驾驶体验：操控性、动力性、稳定性、安全性、
外观等

风险：依赖资本，需要不断突破维持发展

• 销量难以突破，新产品、新渠道难以带来销量
大幅增长

• 上述品牌优势已成熟，创新江郎才尽

• 运营成本高，缺乏资金难以维持

蔚小理整体占新能源份额：

12% 11% 9% 11% 9% 10% 11% 10% 9% 7% 11% 8% 11% 8% 8% 7% 9% 8% 7% 5% 6% 6% 7%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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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电市场价格上移，10万以下不再是绝对主力，而是向10-20万转移

• 微型轿车依然是纯电最大的级别市场，2022年市场份额向紧凑型轿车、紧凑型SUV转移

纯电市场价格向上，份额逐渐从微型车向紧凑型车转移

纯电市场 分价格段 份额趋势 纯电市场 分级别市场 份额趋势

纯
电

插
混&

增
程

价格段 2019 2020 2021 2022

50万以上 2.4% 3.4% 6.3% 2.8%

45-50万 0.3% 1.2% 0.8% 1.0%

40-45万 1.6% 0.8% 1.1% 1.7%

35-40万 2.3% 2.3% 2.8% 3.8%

30-35万 1.7% 1.6% 1.3% 3.8%

25-30万 4.4% 8.2% 5.3% 9.6%

20-25万 8.6% 9.2% 8.3% 8.5%

15-20万 13.2% 13.3% 11.2% 16.8%

10-15万 28.4% 19.6% 17.6% 21.3%

05-10万 33.4% 26.3% 21.4% 18.2%

05万以下 3.8% 14.1% 23.9% 12.5%

2019 2020 2021 2022

轿车 中大型车 0.3% 2.5% 4.0% 5.9%

中型车 5.1% 17.2% 9.6% 7.5%

紧凑型车 44.9% 26.5% 18.5% 18.2%

小型车 1.2% 0.4% 2.8% 6.0%

微型车 21.5% 32.3% 34.9% 26.5%

SUV 大型SUV 0.0% 0.0% 0.2% 0.1%

中大型SUV 2.5% 2.2% 1.8% 2.1%

中型SUV 2.6% 5.0% 12.1% 13.1%

紧凑型SUV 8.6% 6.8% 9.0% 13.4%

小型SUV 12.5% 6.5% 5.8% 5.9%

MPV 0.9% 0.6% 1.3% 1.3%

级别市场

数据来源：上险量，汽车之家线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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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市场头部优势明显，三个明星品牌霸占销量TOP7全部车系

2022.1-11月 纯电 厂商销量排名(万辆) 2022.1-11月 纯电 车系销量排名(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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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66%

+11%

+78%

+121%

+99%

+131%

+36%

+31%

+165%

-22%

+181%

+118%

+136%

-

排名 同比增长率 排名 车系名称 销量 排名 车系名称 销量

1 宏光MINIEV 37.6 16 东风风神E70 5.6

2 Model Y 28.7 17 零跑T03 5.4

3 海豚 15.7 18 欧拉好猫 5.2

4 元PLUS 12.7 19 宋PLUS新能源 4.9

5 Model 3 11.3 20 长安Lumin 4.7

6 汉 10.6 21 秦新能源 4.6

7 秦Pro新能源 9.3 22 哪吒U 4.2

8 奔奔EV 8.4 23 蔚来ES6 4.1

9 AION Y 8.4 24 ID.4 CROZZ 4.0

10 小蚂蚁 8.4 25 零跑C11 3.8

11 哪吒V 8.1 26 几何A 3.7

12 AION S 7.8 27 花仙子 3.6

13 QQ冰淇淋 7.5 28 小鹏P5 3.5

14 ZEEKR 001 6.0 29 元Pro 3.4

15 小鹏P7 5.6 30 科莱威CLEVER 3.2

数据来源：上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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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纯电主要品牌的竞争对比来看，比亚迪对燃油车市场有较大威胁，而特斯拉仅对豪华品牌燃油车存在一定威胁

• 五菱在2022年下半年对燃油车市场几乎无竞争，仅在纯电品牌内竞争

比亚迪纯电对燃油市场有较大威胁，特斯拉对豪华品牌燃油市场存在一定威胁

特斯拉 竞争对比 比亚迪EV 竞争对比 五菱EV 竞争对比

纯
电

插
混&

增
程

52.1%

12.9%

9.9%

8.7%

6.9%

6.5%

1.7%

0.9%

0.4%

中国 纯电

豪华 燃油

中国 插混&增程

豪华 纯电

合资 燃油

合资 纯电

中国 燃油

豪华 插混&增程

合资 插混&增程

35.3%

25.4%

13.5%

8.2%

6.8%

6.4%

3.8%

0.3%

0.2%

中国 纯电

中国 燃油

合资 燃油

豪华 燃油

合资 纯电

豪华 纯电

中国 插混&增程

合资 插混&增程

豪华 插混&增程

87.8%

4.4%

2.6%

2.3%

1.5%

0.7%

0.5%

0.1%

0.1%

中国 纯电

合资 燃油

中国 燃油

中国 插混&增程

豪华 燃油

豪华 纯电

合资 纯电

合资 插混&增程

豪华 插混&增程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对比次数(202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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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于纯电市场，插混&增程的价格向下移，切入10-20万、紧凑型轿车&SUV的主流市场

插混&增程市场价格下探，切入10-20万主流市场

插
混&

增
程

纯
电

插混&增程市场 分价格段 份额趋势 插混&增程市场 分级别市场 份额趋势

价格段 2019 2020 2021 2022

50万以上 12.2% 15.8% 9.4% 7.2%

45-50万 10.6% 7.4% 3.5% 2.4%

40-45万 0.1% 0.1% 0.4% 1.0%

35-40万 2.8% 2.4% 1.1% 1.3%

30-35万 2.1% 6.8% 8.3% 7.4%

25-30万 24.1% 15.4% 9.2% 8.3%

20-25万 22.9% 29.2% 20.7% 18.8%

15-20万 17.8% 16.6% 24.0% 32.1%

10-15万 7.5% 6.3% 23.6% 21.6%

2019 2020 2021 2022

轿车 中大型车 0.0% 12.1% 12.4% 12.0%

中型车 1.3% 6.7% 5.4% 3.1%

紧凑型车 34.6% 16.3% 21.9% 19.7%

SUV 大型SUV 0.0% 0.0% 0.0% 2.7%

中大型SUV 2.4% 24.9% 20.2% 12.0%

中型SUV 26.5% 19.1% 15.7% 15.4%

紧凑型SUV 31.8% 17.6% 21.5% 32.8%

小型SUV 0.0% 0.7% 1.4% 0.6%

MPV 3.3% 2.5% 1.3% 1.5%

级别市场

数据来源：上险量，汽车之家线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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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混市场比亚迪销量绝对领先，此外仅有理想、AITO两品牌月销超过5000

插
混&

增
程

纯
电

数据来源：上险量

2022.1-11月 插混&增程 厂商销量排名(万辆) 2022.1-11月 插混&增程 车系销量排名(万辆)

67.7

11.4

5.6

2.2

2.0

1.7

1.6

1.6

1.4

1.4

1.3

1.2

1.0

1.0

0.8

比亚迪

理想

AITO

领克

奔驰

上汽大众

宝马

一汽-大众

吉利

荣威

岚图

长安

长安深蓝

别克

东风本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66%

+47%

-

+208%

+433%

-18%

-26%

-8%

+99%

-45%

+367%

-

-

-21%

-12%

排名 同比增长率 排名 车系名称 销量 排名 车系名称 销量

1 宋PLUS新能源 30.4 16 长安深蓝SL03 1.0

2 秦PLUS 15.0 17 迈腾GTE插电混动 1.0

3 汉 9.1 18 荣威RX5新能源 1.0

4 唐新能源 8.7 19 微蓝6 1.0

5 理想ONE 7.8 20 本田CR-V新能源 0.8

6 问界M5 4.2 21 岚图FREE 0.8

7 驱逐舰05 3.8 22 宋MAX新能源 0.7

8 理想L9 3.0 23 Cayenne新能源 0.6

9 奔驰E级新能源 1.9 24 领克06新能源 0.6

10 宝马5系新能源 1.6 25 理想L8 0.6

11 问界M7 1.3 26 探岳GTE插电混动 0.6

12 长安UNI-K新能源 1.2 27 途观L新能源 0.5

13 领克09新能源 1.2 28 梦想家 0.5

14 帕萨特新能源 1.1 29 天际ME5 0.5

15 帝豪L 雷神Hi·P 1.1 30 奔驰GLE新能源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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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主要与中国品牌、合资品牌燃油车竞争，对行业新能源渗透率提升有极大贡献

• 理想、AITO的主要竞争对手仍是中国品牌插混&增程车系，也就是主要与比亚迪插混竞争

比亚迪插混的增长是抢占燃油车份额，而理想、AITO则是蚕食比亚迪份额为主

插
混&

增
程

纯
电

33.8%

27.0%

21.2%

7.3%

5.6%

1.9%

1.3%

1.2%

0.4%

中国 燃油

合资 燃油

中国 插混&增程

豪华 燃油

中国 纯电

合资 插混&增程

豪华 纯电

合资 纯电

豪华 插混&增程

33.0%

26.6%

15.1%

12.2%

5.8%

4.5%

1.3%

1.1%

0.5%

中国 插混&增程

中国 纯电

豪华 燃油

合资 燃油

中国 燃油

豪华 纯电

合资 纯电

豪华 插混&增程

合资 插混&增程

45.6%

19.9%

10.0%

9.4%

7.0%

4.0%

2.0%

1.1%

0.9%

中国 插混&增程

中国 纯电

合资 燃油

豪华 燃油

中国 燃油

豪华 纯电

合资 纯电

合资 插混&增程

豪华 插混&增程

比亚迪DM-i&p 竞争对比 理想 竞争对比 AITO增程 竞争对比

数据来源：汽车之家对比次数(202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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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市场总结

市场

⚫ 新能源市场以比亚迪、特斯拉、五菱三个明星品牌为主，其他品牌围绕明星品牌形成三
档细分市场

⚫ 新能源市场趋向成熟，价格趋向10-20万为主，此价格段正式燃油车主销市场，新能源
与燃油车互为竞争关系

⚫ 中、高端新能源市场抢占份额，对燃油车存在较大威胁；而低端新能源自形成独立市场，
对燃油车威胁不大

品牌

⚫ 比亚迪、特斯拉产品布局不断完善，产能进一步提升，2023年具备增长条件

⚫ 五菱产品单一，且低端新能源市场已到瓶颈，2023年将不会有明显突破

⚫ 中国新势力头部企业面临瓶颈，仅期待下一轮创新才可能突破





东西智库│专注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东西智库，专注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主要涵盖新一代

信息技术、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船舶与海工、轨道交

通、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医疗器

械等制造强国战略十大领域，并提供战略咨询、规划编制、项目

咨询、产业情报、品牌宣传等服务。

欢迎加入东西智库小密圈，阅览更多制造业精选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