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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 能源与气候变化 

 
 

新能源汽车“弃号”之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公众眼里的新能源车是科技行业的弄潮儿，特斯拉、分时租赁

汽车、能源互联网、智能驾驶，无一不是未来感、科技感十足的高端概念；然而，

很少人能想象现实中新能源汽车竟然成了车主交通出行决策时的弃儿，“摇号热上

牌冷”就是横亘在新能源汽车普及率面前的一座大山。从弄潮儿到弃儿的落差，源

于新能源汽车带来的用户体验和效用还远未达到用户的期待。但归根结底，这背后

是新能源汽车被“揠苗助长”导致的产销能力和配套体验的严重脱节。 

 

从2014年北京开始配置新能源车开始，

新能源车一直呈现摇号人多但上牌人少的

特征。特别是在 2014 年的 4 月的第二期配

置中，发放了 1904 个指标，而最后只有 286

个指标变成了车牌，弃号率竟高达 85%。但

这样的现象在两年内随着新能源车配套设

施的完善以及牌照的走俏逐渐得到缓解。

2016 年 4 月 26 日发放的 10252 个新能源车

有效配置指标中，2648 个指标没有在半年的

有效期内转换成新能源车牌照，也就是说只

有 25.8%的新能源中签车主最后选择了放弃

该配置指标，相比 2014 年时的数字已大幅

降低。但比起汽油车而言这个数字还是高得

惊人。 

图 1 北京新能源车“弃号”率变化 

 

注：“弃号”率数据根据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

室公开数据整理。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北京市小客车

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未公布新能源车中签过期未用数量，因

此数据空缺，2015 年 8 月数据为媒体援引采访数据。由于中

签指标有 6 个月有效期，因此 2017 年数据尚未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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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能源车上牌遇

冷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新能源车

的整体使用环境不友好导致本来对新能源

车感兴趣且拿到了指标的潜在买家在权衡

利弊以后最终放弃了。在选择“弃号”的车

主中，有一部分在经过考量以后选择放弃购

买新能源车，因而指标到期以后作废；但还

有一部分则由于新能源车政策的不稳定而

采取了“持号观望”态度，主动在指标到期

之前弃号而后再次摇号“续上”，以择机选

择购买新能源车。这种重复弃号又摇号的行

为也在表观上加重了新能源车的弃号率。  

新能源指标中签者最后宁愿放弃牌照

资格也不愿购买新能源车，主要原因可以归

结为充电难、用车体验不佳、政策不确定性

大、价格虚高四大因素： 

一般潜在买家在新能源指标中签后的

第一项工作就是考察小区停车位是否可以

安装充电桩。然而现实情况是，这第一步往

往就是当头一棒。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物

业配合业主安装充电桩，但许多物业仍以不

熟悉政策或安全为由拒绝业主的申请。即便

有的物业愿意协调，但涉及到工程、规划、

电路等多方面的管理，往往十分费时费劲，

甚至有的车主协调了六个月没有解决充电

桩安装问题，却成功地把新能源车的有效期

拖过期了。此外，对于新能源汽车需求最旺

盛的一般工薪阶层而言，也很难有足够的经

济能源负担北京昂贵的私人停车位来安装

充电桩。另一方面，虽然公共充电桩正在逐

渐增多，然而体验却并不友好。不同的充电

桩运营商存在兼容性问题，还不说在公共充

电桩充电时面临的长时间排队以及停车缴

费问题。北京发改委曾在 2014 年承诺安装

1000 个充电桩，最后却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这一系列问题都使得潜在用户在打听了新

能源车充电面临的问题时很容易对新能源

车的使用丧失信心。 

抛去充电问题不说，新能源车本身的质

量问题也让购买者们颇为心塞。新能源车面

临的最大技术瓶颈是电池，电池有限的续航

能力导致车主的行动半径十分受限。在电池

有限的续航能力下，更没有多余的能源来满

足车主的其他用能需求，特别是在夏天和冬

天需要开空调的时间段，开新能源车的体验

变得十分煎熬。例如，为了省电，几乎所有

的电动出租车都不敢开空调，即便在北京的

三九天里司机师傅也只能穿厚点忍着。对于

开惯了汽油车的车主而言，这确实很难接受。

电池里程衰减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此外，

媒体曾经报道，在一次北汽新能源车试驾活

动中，在高速上正常行驶的 E150 的车速突

然毫无征兆从 80 迈降到 40 迈，十分危险。

租车公司解释可能是电路过载保护造成，然

而这个解释让试驾者很不以为然。这样的出

行体验，让这位潜在买家决定不考虑购买新

能源车。 

新能源车行业尚未完全市场化，政策的

不确定性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影响极大。首先

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是新能源车推广目

录，因为消费者只有购买目录中的车型才能

享受到政策优惠。市场上可供挑选的新能源

车型本来不算太多，而能够被收录到政府目

录中的车型又更加收紧了。最让消费者难以

理解的是地方政府的新能源车目录往往另

起炉灶，与国家推广新能源车的目录不一致。

国家的政策是一回事，而地方的说法是另一

回事，这使得有的消费者因无法购买到心仪

的车型从而放弃购买。再者，政策的变动频

率过快。免征购置税本身是一个利好行业发

展的扶持政策，但政策的突然变动让那些

“响应国家号召”购买新能源车的消费者感

觉“吃亏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抑制了后

续的购买行为。政策的随时“变卦”导致大



                                                                          Research Note 

3 

部分消费者倾向于持号观望，而难以下定购

买决心。 

价格虚高是压垮中签者的最后一根稻

草。首先，虽然新能源车有各种国家和政策

补贴，然而抛掉补贴以后的新能源车价格仍

旧比同档次的汽油车高。二十多万的价格差

不多只能买到中等档次、续航里程和外观都

一般的新能源车，然而换成汽油车，这甚至

是一辆入门级的奥迪、宝马的价格了。第二，

车辆价格波动性大。媒体报道，有消费者以

13.5 万的价格购入了北汽一款电动车，仅仅

在一个月后，车企就推出了低于市场价格

5.1 万元、最终 8.48 万元成交的同款车型。

而随着 2017年国家补贴比 2016 年退坡 20%，

新能源车却又迎来了一波涨价潮。第三，新

能源车的运营成本并非真正比汽油车低。似

乎充电比加油便宜这一说法只停留在了购

车宣传资料上。事实上，商业充电桩每度电

两块多的价格让许多新能源车主直呼“开不

起”，再加上充电时的停车费、排队和充电

的时间成本在内，新能源车并未做到真正省

钱。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电动出租车在北京

推广遇冷，因为司机试运行以后发现收入比

原来开汽油车时还下降了一大截。最后，电

动车折旧成本很高。就算购买时有价格补贴，

可同样用五六年之后，燃油车残值 40%，新

能源车只剩 20%甚至更低。  

新能源车不应该只靠一件光鲜的外衣

来吸引用户，真正提升新能源车的品质、降

低用户的使用门槛、增强用户体验的友好性

才是治根之本。对于车企而言，不应该只停

留在概念层面，为用户画大饼，而应该多考

虑车主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体验如何。对于

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摆脱政策一日一变

的怪现象，引导行业稳定增长，最后实现新

能源车的完全市场化。而且政府要切忌只提

倡“量”的增长却忽略了“质”的提升，像

当前这种产销能力上去了但车辆质量和配

套体验非常落后的发展方式并不利于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中，

“清洁能源汽车”的叫法悄然取代了“新能

源汽车”。这传递了新能源汽车将迎来更多

元化发展的信号，就像邓小平提倡的“不管

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一样，在当

前大气污染严重的背景下，重点关注的应该

是一款车能否达到清洁的效果，而非所使用

的能源是否“新”。纯电动汽车、增程式电

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氢动力汽车、天然

气汽车、甲醇汽车、乙醇汽车、太阳能汽车

等都可以归为“清洁能源汽车”。在单一发

展纯电动车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天然气汽车、

甲醇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等较成熟的清洁

能源技术为解决城市交通污染问题提供了

更多备选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