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费观潮 元旦假期消费现反弹一季度有望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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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两千亿元补贴撬动市场百倍增长

在外界看来，新能源汽车补贴撬动了国内市场，如

今退场无异于给车企“断奶”。

根据工信部公开数据粗略计算，13年时间，我国新

能源汽车累计补贴将超过2000亿元，共有千万辆新能

源汽车从中受益。从最高6万元到1.26万元，不断下降

的新能源汽车补贴也代表着这一市场的爆发式成长。

中汽协数据显示，2022年前11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累

计销量超600万辆，全年有望达到670万辆。回望2012

年，彼时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仅为1.28万辆。

补贴带动新能源汽车市场爆发式增长的同时，更使

得一批头部企业迅速崛起，其中，稳坐2022年销售冠军

宝座的比亚迪，全年销量突破186万辆。而截至2022年

12月，比亚迪汽车已经连续10个月销量超10万辆，连续

4个月销量超20万辆，这一数字开创了自主品牌的先河。

记者注意到，我国新能源车型的核心竞争力已经

形成，补贴在车辆售价中的占比逐年降低。乘联会数

据显示，补贴在当年畅销纯电车型售价中的占比，从

2017年的平均约35%降至2021年的平均约10%。

此外，工信部数据显示，获得国家补贴的新能源汽

车数量占比逐年降低，2017年为78%，2020年已下降到

63%，2021年为47%。业内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已经度

过了政策补贴驱动阶段，也需要“断奶”，走出圈养模式。

补贴的跷跷板销量和利润博弈

由于前期投入高、盈利周期长等行业特点，新能源

车企对于政府补贴依赖由来已久。迈入“后补贴时

代”，也意味着车企需要经历阵痛期。

2022年10月，工信部发布《2018-2020年度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清算审核终审和2020-2022年

度 补 助 资 金 预 拨 情 况 的 公 示》，此 次 清 算 涉 及

2018-2020年共计407987辆核定推广新能源汽车，应清

算补贴资金131.85亿元，平均每辆新能源汽车可获补

贴约3.23万元。从2018-2020年度补贴清算资金来看，

比亚迪位居第一，获得补贴总金额超10亿元，占总清算

额度的7.9%，其次是长安汽车，预计拿到8.41亿元补

贴，宇通客车则以7.07亿元的补贴金额位居第三。

此外，根据公示，2020年-2022年拟预拨资金高达

148.93亿元，待扣回预拨资金为61.64亿元，应得预拨资

金为87.29亿元，共计80家企业获得预拨资金。其中，

比亚迪应得预拨资金补贴高达17.56亿元，特斯拉预拨

补贴金额为 6.78 亿元，江淮汽车预拨金额为 6.57 亿

元。广汽乘用车、小鹏汽车、合众新能源、长安汽车、上

汽、宇通、长城汽车、零跑汽车、威马汽车、吉利汽车、东

风汽车等车企预拨金额均破亿元。

中信证券分析称，补贴退坡整体上对于车企利润

的影响客观存在，但并非主要因素，对车企影响最大的

依旧是其自身销量能否达到增长预期。动态来看，车

企也会通过适当地提高售价、优化销售结构等以实现

量和利之间更好的平衡。

从目前国内新能源车企来看，大部分尚未达到规

模效益，这是实现真正盈利的最大障碍。不过，这并非

一蹴而就，随着补贴退出，如何找到更多盈利路径，成

为摆在新能源车企面前的考验。

新能源汽车下半场车企面临优胜劣汰

新能源汽车驶入下半场，亦是一场洗牌局——不

仅面临新能源汽车赛道竞争加剧，还要与传统燃油车

竞争，汽车行业的发展格局难免生变。

新能源补贴是整个新能源汽车成本与消费者接受

度相匹配的概念，总体来看，补贴已经完成了历史使

命。对于新能源汽车补贴的退出，行业内早有准备，多

数车企也提前采取了应对措施。

新能源汽车市场进入纯粹市场驱动的发展形态，

车企也面临新挑战。随着新能源汽车补贴完全退出，

由于成本上升，依赖补贴、实力较弱的车企在竞争中或

难以生存。对于具有盈利能力和品牌红利的车企而

言，其拥有技术的自研等能力，再加上规模效应，可以

抵消补贴退出带来的成本压力。

目前来看，新能源汽车仍面临供应链安全隐患，原

材料价格涨势和芯片短缺仍未见缓解。新能源汽车补

贴退出将进一步倒逼车企苦练内功，具备盈利能力的

企业将更具备下一阶段的市场竞争力。

总体上来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

颜景辉并不认为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出会对新能源汽车

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不会因为补贴退出而造成市场

冷淡，目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广阔，消费观念也已经

形成，能继续吸引消费者购买，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市

场仍将延续2022年的增长态势。

元旦假期消费出现反弹。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

日前测算，2023年元旦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271.34

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元旦

节假日同期的42.8%；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65.17亿元，同

比增长4%，恢复至2019年元旦假日同期的35.1%。总体

来看，全国文化和旅游假日市场安全平稳有序。

此次元旦期间，城市周边游、近程游、休闲游仍是主

流，冰雪、温泉、逛乐园、游湖、古镇漫游、看烟花、登山等

高品质玩乐体验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中远程旅游稳

步复苏，长三角、珠三角成为西南、西北、中部地区旅游目

的地的主要客源地，三亚、西双版纳、昆明、厦门等地成为

北京和东北三省游客“避寒跨年”主要旅游目的地。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

员杨芳分析说：“随着防疫政策优化调整，部分消费场景

有所恢复，带动元旦部分地区消费复苏，比如海南三亚。”

从数据可见，旅客的增多推高了三亚的机票价

格。去哪儿数据显示，自2022年12月19日以来，元旦

出行的机票平均支付价格逐日增长，飞往三亚的机票

平均支付价格超过千元。与此同时，酒店订单量有所

增加。同程旅行平台数据显示，海南元旦期间酒店订

单量同比上年增长13%。

不过，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鹏表示，元旦这波消费

高峰不能完全被认为是“报复性消费”，当前处于恢复

中的消费仍然有周期性。王鹏还指出，今年元旦消费

市场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象征着在防疫措施调整后，消

费者和市场主体信心都在逐渐恢复，也象征着消费市

场长线活跃的开始。

展望未来，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张依群表示，近期各地出台一系列促消费举措，以

期激发居民消费热情，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增长。

从元旦消费热情和发展趋势看，今年消费将会保持持

续增长态势。

对于2023年一季度消费走势，张依群告诉记者：

“一季度消费整体上会形成一个小高峰，会出现前高后

低走势。”张依群解释说：“这主要是受1月份元旦、春节

对消费的拉动影响，叠加疫情防控政策调整放开后的

初始效应，消费会在一季度前期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

时期，并随着一季度中后期节日效应的逐步消减回归

正常状态。总体上，一季度消费会为全年经济企稳回

升打下良好基础，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潜

能，呈现马太效应带动全年消费持续走高。”

杨芳预计：“随着各地感染高峰过去，加之宏观政

策加力、产业政策重发展、消费场景恢复、居民收入预

期改善、居民储蓄释放，预计今年二季度消费将明显反

弹，推动全年消费复苏。” 中国经营网

“国补”离场车企“断奶”

新能源汽车
迎“后补贴时代”11 月月 11 日日，，延续了延续了

1313年的新能源汽车国家年的新能源汽车国家

补贴落幕补贴落幕。。按照财政部等四按照财政部等四

部门通知部门通知，，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政策于政策于20222022年年1212月月3131日终止日终止，，今后今后，，

多年来跑出加速度的新能源汽车将离开国多年来跑出加速度的新能源汽车将离开国

家的扶持与补贴家的扶持与补贴，，从蹒跚学步成长为行业新从蹒跚学步成长为行业新

星星，，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形成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已经形成。。

随着随着““后补贴时代后补贴时代””的到来的到来，，企业与市场企业与市场

将会作何反应将会作何反应、、如何发展才能在红海竞速中如何发展才能在红海竞速中

获胜等问题成为了关注焦点获胜等问题成为了关注焦点。。

据据《《新京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