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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乘用车的微小型化趋势正在电动化浪潮推动下到来01

国际比较：中国的乘用车结构预计更接近欧洲和日本，与美国具有显著差异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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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电汽车产业投资机遇：

——

微电汽车主要指面向居民日常25km以内的通勤

距离的交通工具（售价在人均平均收入水平

50%-150%，纯电驱动，具有独立密闭空间），

微电汽车市场主要的产品形式包括市场主流的

A00级电动车、低速电动车以及电动/智能三轮

车，预计行业规模2026年超2,000亿元 。

在中国A00级乘用车产销量增长，下沉市场用户

对微电产品需求进一步提升的背景下，本报告

将对中国微电汽车市场规模与驱动因素进行研

究与分析，试图探寻谁将成为微电汽车市场的

明日之星。

摘要

 2021年，以五菱Mini-EV为代表的A00级销量高达97.8万辆，占中国新能源汽车整体销量比例为25.5%，占纯

电动销量比例高达32.9%。这反映了中国乘用车的微小型化趋势正在电动化浪潮推动之下到来。

 但中国的国民级车型尚未出现，参照日本K-Car与欧洲的高尔夫的价格约为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中国2021年人均收入为人民币3.51万，而在其50%-100%的价格带（1.75-3.5万元）产品尚为空白。

 从中国乘用车整体结构来看，中国A00+A0车型占比仅为8.05%，与欧洲和日本仍具有较大差距，但仍显著

领先于美国。

 中国在人口密度、高铁基础设施上与欧洲和日本更为接近，预计未来将更加趋向于欧洲和日本的结构。

 现阶段购车群体的消费观念转变至注重实用性，具备高性价比与实用性的微型电动车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

同时伴随城镇化率、交通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长期来看，中国微电产品销量占比将持续提升。

核心竞争力：产品定义能力、营销网络布局、商业战略的有效性

 规模经济将构筑行业壁垒，行业预计呈现高集中度格局。下沉市场消费者对于价格较为敏感，这将带来规

模越大成本越低、成本越低规模越大的螺旋式促进。而具备规模经济优势、下沉渠道的差异布局以及品牌

认知度的厂商竞争力强劲，进一步提升行业进入壁垒。

 行业当前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具备市场领导地位以及长期竞争力的厂商需同时具备产品定义能力、营销

渠道布局能力、清晰的商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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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报告为中国微电汽车行业研究报告，将

从市场规模、驱动因素、发展趋势等方面

梳理中国微电汽车市场现状，并对此行业

的增长空间做出分析。

研究区域范围：中国地区

研究周期：2020-2021年

研究对象：微电汽车行业

此研究将会回答的关键问题：

① 中国微电汽车行业的市场现状如何？

行业的驱动力因素是哪些？

② 中国微电汽车行业市场规模有多大？

③ 中国微电汽车行业主要参与者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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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级电动车火爆，蕴含何种发展机遇？

• 背景

• A00级乘用车发展情况

• A00级EV市场观测

微电汽车产业行业综述

 在新能源汽车技术更新迭代、供应链逐渐完善的背景下，微型汽车产品培育程度进

一步加深，其中微型汽车的电动化趋势最为明显。

 中国国民车型尚未出现，现阶段存在1.75万-3.5万元（约人均可支配收入50%-100%）

价格区间的市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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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乘用车销量在2010-2021年阶段总体

呈现增长趋势，销量于2021年达2,107.4

万辆，同比增长6.6%。

 中国A00级乘用车销量在同期总体实现

增长。在经历了2010-2016年期间的低迷

期阶段后（销量随汽车下乡政策补贴力

度减少而连续6年下滑），由于中国新

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在中国汽车行业

面临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疫情反复导

致的供应链断供、工厂停产等严峻挑战

下， 2020及2021年由五菱宏光MINI为代

表的A00级电动车销量暴增，带动整体

A00级乘用车销量增长，从2019年的24.5

万辆增长至2021年的97.8万辆。由于A00

级乘用车下游面向全国且覆盖面广，可

满足用户更多元的需求，其销量增速接

近200%，销量与总体增速创十年内新高。

描述中国乘用车&A00级乘用车销量，2010-2021年

微电汽车市场——背景
由于A00级乘用车下游覆盖面广，可满足用户更多元的需求，其销量2021年增速接近200%，销量与总体
增速创十年内新高

资料来源：乘联会、头豹研究院、沙利文整理

中国A00级乘用车销量增速，2010-2021年

单位：[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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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A00级乘用车电动化率，2017-2021年

 从中国乘用车电动化率来看，A00级乘

用车的电动化率显著高于A、B以及C级

乘用车的电动化率，2021年A00级乘用

车电动化率已达92%，而B级乘用车电动

化率为19.7%，A级车与C级车分别为

8.4%与8.2%，整体来看，A00级乘用车

相较于A、B、C级车将率先迈入全产品

电驱动化时代。

 在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利好的背景

下，众多车企布局中国A00级电动车细

分市场，同时在2020-2021年市场内的

A00级纯电汽车产品受下游市场认可度

较高，其销量从2020年的25.6万辆增长

至2021年的90万辆，同比增长接近200%，

占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比例达25.5%，

占中国纯电动乘用车销量比例达32.9%。

 在新能源汽车技术更新迭代、供应链逐

渐完善的背景下，微电产品培育程度进

一步加深，以A00级EV细分市场为代表

的微电汽车产业将开启新一轮增长周期。

描述

微电汽车市场——A00级乘用车发展情况
2021年中国A00级EV销量占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比例为25.5%，占中国纯电动乘用车销量比例为32.9%，
随着微电汽车产品培育程度进一步加深，市场将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

中国A、B、C级乘用车电动化率，2017-2021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纯电动乘用车以及A00级EV纯电动车销量，2017-2021年

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乘联会、头豹研究院、沙利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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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汽车市场——中国国民车型尚未出现
五菱宏光MINI EV凭借较高的性价比以及规模化的产业链成本等优势成为中国A00级销量最高的电动汽
车；现阶段中国A00级EV价格集中在3.5-9万元，1.5万元-3.5万元区间产品仍存市场空白，发展空间巨大

2022年1-5月A00级市场份额

 中国A00级EV销量在2020-2021年的飞速增长主要源于该细分市场内爆款车型的畅销。中国A00级汽车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为以五菱、奇瑞、长安、长城以及上汽为代表的

传统车企厂商，此类厂商通过打造可同时满足消费者性价比以及低成本短距离用车需求的产品布局A00级细分市场。其中，五菱宏光MINI EV凭借较高的性价比、精准

的消费群体定位、受消费者认可的外观设计以及较低的产业链成本等多方面优势成为2021年中国A00级销量最高的电动汽车，达43万辆。同时，2022年1-5月A00级EV市

场份额最高的同样也为五菱宏光MINI，其次为奇瑞、长安、零跑等。超50%的五菱宏光MINI EV主要的消费者集中于三线、四线城市及以下的市场，但随着2021-2022

年上半年动力电池以及芯片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主流A00级车型价格将随之上调，将降低价格吸引力。

 从日本与欧洲国民车型来看，日本的K-Car和欧洲的高尔夫等车型价位处于国民收入的50%左右，中国A00级电动车主流价格区间在3.5万-9万元区间，对于较大的下沉市

场而言，中国国民车型尚未出现，现阶段存在1.75万-3.5万元（约人均可支配收入50%-100%）价格区间的市场空白。

日本与欧洲国民车型占国民收入比例关系A00级部分新能源车型2021全年总销量（万辆）

五菱

奇瑞

长安

长城

零跑

江淮

上汽 其他

[官方指导价3.28-6.98万元]

[官方指导价7.39-9.40万元]

[官方指导价2.98-7.48万元]

[官方指导价5.98-10.28万元]

[官方指导价6万元]

[官方指导价7.39-8.99万元]

资料来源：乘联会、头豹研究院、沙利文整理

日本：K-Car

欧洲：高尔夫

价格：140-200万日元区间

价格：1.9万-3万欧元区间

单位：万日元

单位：万欧元

占比约40%-50%

占比约4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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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微电市场主要面向日常25km以内的通勤距离的交通工具（售价在人均平均收入

水平50%-150%，纯电驱动，具有独立密闭空间），产品主要包括A00级电动车、低

速电动车以及电动/智能三轮车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品结构在未来可能趋向于日本与欧洲，以A00级等为代表的微

电汽车在中国新能源各级别车型销量中有望进一步提升

全球微电汽车市场产品结构如何？
中国微电汽车市场空间多大？

• 定义

• 日本与欧美汽车市场结构对比

• 中国未来汽车市场结构判断

• 驱动因素

• 政策

微电汽车产业行业综述

• 政策

• 下沉市场体量

• 用户画像与场景

• 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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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汽车市场——定义
微电汽车指主要面向日常25km以内通勤距离的交通工具（售价在人均平均收入水平50%-150%，纯电驱动，
具有独立密闭空间），产品主要包括A00级电动车、低速电动车以及电动/智能三轮车

资料来源：住建部、懂车帝、头豹研究院、沙利文整理

 中国居民不同通勤距离中，占比较高

的为6-10公里和10公里以上，此外，中

国主要城市居民的单程平均通勤距离

在8-10公里，综合日均通勤距离在25km

以内。微电汽车主要指面向居民日常

25km以内通勤距离的交通工具（售价

在人均平均收入水平50%-150%，纯电

驱动，具有独立密闭空间）。微电汽

车市场主要的产品形式包括市场主流

的A00级电动车、低速电动车以及电动

/智能三轮车。

 A00级电动车、低速电动车与智能三轮

车均可覆盖城镇居民上下班、买菜、

接送小孩等短途通勤需求，其中低速

电动车与电动三轮车由于监管法规、

通勤时间普遍较短以及价格低等因素

更聚焦于三四线城镇与乡村等下沉市

场。总体而言，这三类产品在满足居

民短途代步需求的同时具备经济实惠

的特点，整体市场较为庞大。

描述2020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距离（km） 2020年居民不同通勤距离占比

2020年下沉市场出勤距离占比

市场主流产品结构

低速电动车

指最高时速在40-60km/h区间、续航里程在
80-180公里范围的电动车电动/智能三轮

车

指最高时速在40-60km/h区间，续航里程在80
公里以内的电动三轮车

A00级电动车

指轴距在2米至2.2米之间，发动机排量一般
小于或等于1升的小型电动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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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汽车市场——日本与欧美汽车市场结构对比
日本与欧洲国家汽车市场结构中小型车占比较高，美国由于地广人稀，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者对空间要
求高，整体汽车市场偏向于中大型SUV及皮卡等车型

 日本、美国以及欧洲地区国家的城镇

化率位于全球全列，均在70%以上，其

中日本城镇化率与人口密度最高，较

高的人口密度带来的局促的城市空间

以及高用车成本，叠加日本政府对小

型车出台补贴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以

K-Car为代表的小型电动车成为日本国

民首选代步车，其销量占总汽车市场

的37%。此外，欧洲主流国家城市私家

车通行街道普遍较窄，部分地区公共

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同时在欧洲政府

对汽车排放量严格控制的背景下，欧

洲国家小型化乘用车销量较高，以意

大利为例，A00级与A0级车合计销量占

比超50%。

 美国具备地广人稀的特点，同时高铁

建设程度远低于日本与欧洲国家，以

家庭为单位的消费者对空间要求高，

美国整体汽车市场偏向于中大型SUV及

皮卡等车型，2021年美国微型车与小型

车合计销量占比较低，为1.7%。

描述

资料来源：Wind、头豹研究院、沙利文整理

日本 欧洲（以部分主要城市为例） 美国

2021年高铁运
营里程

3,446Km 4,900Km（西班牙） 735Km

2018-2021年
城镇化率

2018-2021年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居民收入情况

汽车市场
产品结构

人均年收入（万日元） 人均可支配收入（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英镑）

K-Car占比总
车型销量达

37%

意大利市场
中A00+A0占
比达

55%

微型车+小型
车销量占比

1.7%

日本与欧美汽车市场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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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汽车市场——政策
中国工信部、商务部以及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在近年来陆续出台汽车下乡、鼓励下沉市场用户购买新能源
汽车等政策，同时微型电动车已被国家纳入新品类，微电市场具备良好的政策发展基础

中国新能源汽车下乡&促进汽车消费相关政策，2019-2022年

政策名称 颁布日期 颁布主体 政策要点

《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车消费的若干
措施》

2022-07 商务部、工信部
突出建设全国统一汽车大市场，打破“贸易壁垒”，破除新能源车市场的地方保护政
策，使其能够在多个地区内进行贸易流通。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促进汽车全链
条全领域消费，从各方各面推动汽车消费市场的发展

《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
复的意见》

2022-04 国务院
引导社会资源广泛参与，促进渠道和服务下沉，要以汽车、家电为重点，引导企业
面向农村开展促销，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能源汽车和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推进
充电桩(站)等配套设施建设

《“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2022-02 国务院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家电更
新行动、实施家具家装下乡补贴和新一轮汽车下乡，促进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更新
换代

《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 2021-06 工信部
本次国标修改主要增加了微型低速纯电动乘用车的定义和标准并将开创“微电”新品
类，范围包括对原纯电动乘用车技术条件进行修订更新以及增加针对微型低速纯电
动乘用车的技术要求，对普及微小型电动汽车具有重大意义

《有关提升大宗商品消费关键消费推动释放
出来乡村消费发展潜力多个对策的通告》

2021-01 商务部

鼓励有标准的地方对农村百姓选购3.5吨及以下大货车、1.6升及以下排气量新能源客
车，对住户取代国三及下列环保标准汽车企业并购买车辆的，给予补贴。改进汽车
应用自然环境，提升大城市、城镇、乡村的地下停车场、汽车充电桩等配套设施基
本建设，鼓励汽车充电桩经营公司适度下降电池充电附加费

《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
补贴政策的通知》

2019-03 财政部
优化指标，“扶优扶强”；完善补贴，分阶段释放；完善制度，提高效益；营造环境，
促进消费；强化监管，确保安全

《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

2019-01 发改委
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补贴结构。坚持扶优扶强的导向，将更多补贴用于支持综合性
能先进的新能源汽车销售，鼓励发展高技术水平新能源汽车。落实新能源货车差别
化通行管理政策，提供通行便利，扩大通行范围

资料来源：头豹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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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人口数量，2010-2021年

单位：[百万人]

2021年中国城市与地区人口占比

微电汽车市场——下沉市场体量
中国存在将近10亿人口为三四线城市以及五线及以下地区的下沉市场人口，消费规模超万亿，较大的下
沉市场用户为微型电动车提供发展基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头豹研究院、沙利文整理

 中国人口在2010-2021年稳步增长，

2021年总人口达14.1亿人，其中将近10

亿人口为三四线城市以及五线及以下

地区的下沉市场人口。中国具备规模

庞大的下沉市场优势，为中国A00级

EV车型、低速电动车以及智能三轮车

提供发展基础。

 结合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情况

来看，中国202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为47,421元，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8,931元，尽管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国

家，但总体其下沉市场的消费规模超

万亿元，同时在三、四和五线城市以

及乡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

短途出行需求持续提升的背景下，叠

加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及政策

落地带来的汽车消费刺激，位于1.5万-

3.5万元价格区间的中国A00级电动车 、

低速电动车以及智能三轮车在中国下

沉市场存在巨大的挖掘机会。

描述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2021年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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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电汽车市场竞争如何？

• 核心竞争力

• 参与者概览

微电汽车产业行业综述

 中国微电行业具备规模经济效应显著、需求端消费者价格敏感的特点，行业未来将

呈现高集中度竞争格局

 微电汽车电商渗透率低，渠道也多为品牌专属，产品在交付及售后上也高度依赖于

线下渠道，这使得高端玩家的下沉战略难以实施。前述规模经济及品牌定位也将构

成进入壁垒

 产品定义能力、营销渠道布局、清晰的商业战略将构成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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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汽车市场——核心竞争力：产品定义能力（1/2）
厂商需要在有限的成本预算为用户提供其最需要的产品特征，这需要对需求的精准洞察并不断迭代，同
时严格控制成本

理想汽车各产品参数 描述

 产品定义能力是微出行厂商应具备的核心

竞争力之一，产品定义的核心能力主要包

括精准的产品市场定位能力、产品持续迭

代能力及成本控制能力。

 以2022年5月中大型SUV销量榜首的理想

汽车为例，理想汽车通过用户思维实现精

准市场定位，即为多人家庭中的增购男性

用户（70/80后群体）提供无里程焦虑、

智能化交互以及大空间的汽车。相较于大

型SUV电动车，下沉市场用户对于产品智

能化水平要求不高，更偏向于功能用途，

这需要厂商对于目标用户需求的深刻洞

察，并不断迭代。

 此外，产品持续迭代能力也同样重要。微

电汽车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性价比需求明显，

厂商需针对随时变化的市场灵活地去迭代

产品，以五菱宏光MINI EV为例，每一代

产品的迭代都在保证性价比的情况下进一

步提升产品续航与动力，同时新产品也愈

发迎合年轻男女口味的外观设计。

五菱宏光MINI EV迭代过程

资料来源：懂车帝、头豹研究院、沙利文整理

理想ONE6座版 理想ONE7座版 理想L9

厂商指导价/万元 32.8 49.99 45.98

长*宽*高(mm) 5020*1960*1760 5087*1868*1490 5218*1998*1800

纯电续航里程(km) 180（纯电） 95（纯电） 180

最大功率(KW) 240 185 330

零百加速时间(s) 6.5 6.9 5.3

2022年5月销量排名 中大型SUV榜首 中大型SUV榜首 暂无

用户群体 中高收入家庭用户 中高收入多人家庭用户 高收入多人家庭用户

2020自在款，三元锂 2021马卡龙，磷酸铁锂 2022玩乐款，磷酸铁锂 2022玩咖款，磷酸铁锂

性能

目标
客群

产品续航能力（120-300Km）、最大功率（20-30Km）、发电机（27-41Ps）等综合性能随着产品迭代而提升

初期聚焦于性价比与吸引女性消费者 在保持性价比优势下，从外观设计上进行多元化消费群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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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电汽车市场——核心竞争力：产品定义能力（2/2）

描述

 A00级EV、低速电动车以及智能三轮车

主要成本来源于动力电池与车规级芯片，

其中占比成本最大的为动力电池。但在

2011-2022年期间动力电池原材料价格持

续上涨，如磷酸铁锂、三元材料、氢氧

化锂的价格均在同期内大幅度上升，同

时在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新能源积分

价格下降的背景下，原材料价格上涨直

接挤压车企利润空间，部分车企选择提

高终端产品价格的方式应对原材料价格

上涨，比如奇瑞QQ与五菱宏光MINI在

2022年上季度均在不同程度上提升售价。

 微电汽车市场中的产品主打高性价比，

用户对产品价格高度敏感，若厂商采取

提升终端价格的方式提升利润，将面临

用户流失风险。在此背景下，厂商持续

为用户提供高性价比产品，其控制成本

的能力极为重要，如何铺开供应链以及

如何培育完善与低成本的供应链体系是

影响厂商提升市场份额的关键。

成本上涨背景下的厂商策略 磷酸铁锂价格，2021年7月-2022年4月

氢氧化锂价格，2020年7月-2022年3月

资料来源：Wind、头豹研究院、沙利文整理

微电汽车厂商

提升终端价格 铺开供应体系

核心群体对价
格敏感，面临
用户流失风险

培育完善与低
成本供应体系
实现成本摊薄

三元材料价格，2021年7月-2022年4月

用户流失 用户留存

原材料上涨 原材料上涨

单位：[万元/吨]

单位：[元/千克] 单位：[元/吨]

动力电池相关原材料价格上涨直接挤压车企利润空间，如何铺开供应链以及如何培育完善与低成本的供
应链体系是影响厂商提升市场份额与利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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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企业案例

• 五菱宏光

• 鸿日汽车

微电汽车产业企业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