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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生活

海瑞 文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到2024年底，我国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将突破3100万辆。随着新能

源汽车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50%，与之相关

的维修焦虑也急速高涨。

最近，第一批特斯拉车主集中更换电池

的现象引起了市场关注。一位车龄八年半

的特斯拉 Model S 车主分享了他的修车经

历：在发现车辆电池出现故障后，联系售后

服 务 中 心 得 知 ，电 池 检 测 费 用 需 要

7000—8000 元 ，电 池 维 修 费 用 16 万 元 左

右，电池更换费用则超过 22 万元。拿到报

价后，车主向服务中心提出疑问，得到的回

复是由于车辆已过 8 年质保期。这种情况

并非个例。

根据工信部规定，自 2016 年起乘用车生

产企业对动力电池、电机等核心部件提供 8 年

或 12 万公里质保，因此 8 年前上路的新能源

汽车在 2024 年开始面临电池“过保”的问题。

据统计，2016 年和 2017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

量分别为 50.7 万辆和 77.7 万辆，这意味着今

明两年将有 100 多万辆新能源汽车陆续面临

电池脱保问题。

电池比车贵是当前普遍存在的尴尬现

状。例如，某品牌售价 50 万元的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更换一个容量较小的动力电池需

30 万元；某进口品牌的纯电动轿车，优惠后裸

车售价仅 25 万元，但更换动力电池的报价却

超过50万元。不少国内入门级纯电动汽车更

换动力电池的价格也几乎等于新车售价。中

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在 59

款纯电新能源样本车型中，动力电池包单件零

整比均值为 50.96%，单位能量电池包价格均

值为 1604.92 元/千瓦时。配置三元锂动力电

池包的车型，其单件零整比均值为55.06%；配

置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包的车型，其单件零整比

均值为48.57%。

对于大多数普通车主来说，难以接受如此

高昂的维修及换件费用。业内人士表示，非人

为或事故造成的车损，若车辆在质保期内且符

合质保条件，一般由厂家负责。全额购买车损

险且无涉及保险免赔的情况下，通常由保险公

司负责，但保险公司会尽量避免车主去 4S 店

和授权服务站维修，以降低理赔成本。

一些新能源车企为提升消费者信心，推出

了“三电终身质保”或“三电终身保修”的承

诺。然而这些权益通常附带苛刻的前提条件，

如必须使用原厂纯正备件、事故维修必须在授

权服务店进行、只有首任车主享有权益等。一

旦不符合这些前提条件，厂家有理由拒绝赔

付。这也导致电动车用户的维修焦虑日益攀

升。

汽车维修专家指出，多重因素推高了新

能源汽车的维修价格。首先，电池本身成本

高，尽管原材料如碳酸锂目前已大幅降价，

但旧款车型的生产成本高达数倍。其次，新

能源汽车采用新技术较多，如单独日间行车

灯和雷达传感器，这些配件位于易损区域，

增加了赔付成本。此外，新能源车各车型的

市场保有量有限，导致售后配件成本分摊不

足。

新能源车维修难、维修贵问题如何破解？

业内专家指出，破除壁垒才能降低维修价格。

一是引导消费者培养良好的用车习惯，提高对

新能源汽车结构原理的了解，减少人为故障和

交通事故。二是推动维修信息公开，避免技术

封锁，增加维修资料透明度，让更多非授权汽

车维修企业能以正常市场价格获得维修资

料。三是放开核心零部件流通，建立完善的维

修及理赔标准，特别是动力蓄电池的标准，让

企业和消费者有据可依。

新能源车买得起，修得起吗？

木易 文/图

随着广州车展的结束，2024 年车市仅剩

最后一个月就步入收官阶段。这一年，车市几

家欢喜几家愁，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一路高

歌猛进，市场渗透率超过 50%成为常态；智能

网联、无图智驾得到迅猛发展，无人驾驶呼之

欲出；合资与豪华车市场遭遇不小阻力，市场

蛋糕被进一步蚕食。这一年国家大力刺激内

需消费，各级层面多次发布以旧换新补贴政

策，带动汽车整体销量平稳向上。岁末年初，

汽车消费后市走向如何？在做年终报告时，这

一问题成为车界最受关注话题。

全年车市稳中有增

乘联会数据显示，在“十一”国庆节及报废

更新、以旧换新双政策的共同拉动下，“银十”

车市旺季特征显著。10 月狭义乘用车零售

226.1 万辆，同比增长 11.3%，环比增长 7.3%，

高于预期。其中燃油车全月零售 106.6 万辆，

燃油车市场在以旧换新政策下有所恢复，同比

降幅开始收窄。新能源市场零售 119.6 万辆，

渗透率 52.8%，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在品牌分

类方面，自主品牌在10月份表现出色，零售销

量超过 148 万辆，同比增长高达 31.7%，环比

增长 11%。自主品牌在国内零售市场份额达

到 65.8%。主流合资品牌零售销量为 57 万

辆，同比下降 16.7%。豪华品牌零售销量超过

20万辆，同比下降6.7%。

2024 年 1 月—10 月，我国乘用车市场累

计销量达到1783.5万辆，同比微增3.2%。

统计显示，2024 年乘用车国内零售呈现

U 型增长的态势，1 月车市起步超强，2 月进入

谷底，3 月—10 月呈现持续上升态势，特别是

10 月同比、环比均为正增长，实现了连续两个

月正增长。

11月数据持续向好

上周末，徐女士夫妻走进杭州绍兴路的多

家汽车 4S 店对比选购，“家里 2 辆宝马车龄都

超过了10年，趁着现在还有换购补贴，想找个

合适的新车置换了。”徐女士说，让她意外的

是，不少经销店里看车人络绎不绝，

自己因为没有预约甚至找不到

销售接待。

近期车市的热度得

到了数据的佐证。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11 月 第 1 周

车市仍维持 10

月以来的高水

平运行，日均

零 售 5.67 万

辆 ，同 比 增

29.3% ；第 2

周车市热度

不减，日均零

售 达 7.71 万

辆 ，同 比 增

31.3% ；第 3 周

零售市场，日均

零售 8.14 万辆，同

比 增 长 提 高 到

35.4%。

业内人士评价，与去

年 11 月的前期低迷、月底集

中冲量不同，今年 11 月车市旺季

特征明显，持续热销，第 4 周车市预计

日均销量可达 12.06 万。综合估算 11 月零售

可达到240万辆左右，新能源车零售预计可达

128.0万辆。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随着置换更新

补贴效果进一步释放，乘用车市场出现结构性

变化，从报废更新拉动的低端经济型车型占比

持续扩大演变为中高端车型同步增长。随着

多地进一步扩大置换补贴范围，追加资金，预

计年底前政策效果将持续释放，有力拉动汽车

后市增长。

专家呼吁明年扩大普惠范围

年末最后几个月，各地的换购需求爆发，

带来强劲的汽车消费岁末冲刺效应，将如何影

响2025年初车市走向？

有关业内专家认为，因为对于明年政策的

不确定，一部分消费力提前释放，将可能导致

2025年年初的稳增长压力。

从中国车市的消费传统看，春节的时间早

晚对消费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对 1 月份的消费

影响最为明显。2025 年传统春节较早，春节

前的消费主力大多在2024年第四季度提前释

放，如果没有相关促销政策的延续，1 月汽车

销售数据将锐减。

好在政策暖风已经有迹可循。

11 月 21 日，商务部有关部门透露，目前

全国汽车报废更新申请量、全国汽车置换更

新申请量均已突破 200 万份，累计超过 400

万份，日均补贴申请量持续保持在高位。商

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在继续落实好

已出台补贴政策和系列配套支持政策的基

础上，将科学评估今年的政策成效，提前谋

划明年的汽车以旧换新接续政策，稳定市场

预期。

崔东树认为，2025 年开年，汽车销量要保

持高位运行，在延续以旧换新政策之外，仍需

再添一把猛火，他建议从明年元旦开始尽早启

动车购税减半政策，促进首购群体购车，以实

现更快速拉动2025年初经济稳增长。“首购用

户一般是收入较低人群，或者是年轻人首次购

车，总体消费能力不强，对于价格更为敏感，需

要更多政策倾斜。目前的以旧换新政策对于

这部分人群来说是空白。”

有关专家认为，今年以来，在国家政策的

积极引导下，汽车消费市场正经历着前所未有

的变革与升级。但乘用车私车消费仍然有巨

大的提升空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

中国乘用车千人乘用车保有量仅183辆）。如

果 2025 年初能启动车购税减半政策，正好赶

上 2025 年春节前的首购群体需求旺期，将有

效拉动市场内需。

岁末年初，汽车消费后市如何
专家呼吁车购税优惠，促进首购群体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