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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出现，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前进动力，蒸汽、石油资

源的整合应用也给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一方面为了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

需求，汽车成为了社会生产经营、交通运输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但另一

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汽车大量超负荷使用，也给

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汽车产业发展陷入瓶颈，由此，新

能源汽车开启了发展新阶段。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领域发展迅猛，尤其是乘用车的

市场规模庞大。EV Sales 统计显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及销售规模 2018 年

突破百万大关，位列全球第一，超过其余国家总和。

比亚迪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2020 年其在中国市场所占的市

场份额仅次于特斯拉中国的 29.6%，全球销量也仅次于特斯拉、大众两大品牌，

位列第三。比亚迪于 2007 年开启国际化进程，首先进军全球市场的主要产品是

新能源商用车，以纯电动大巴车和纯电动叉车为主，而新能源乘用车则是先扎根

于国内市场，再逐步走向国际市场；在目标市场的选择上，与我国其他企业“先

易后难”不同的是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采取了“先难后易”的国际化策略；其进入

模式以投资建厂和战略联盟为主，而出口则是其国际化进程中的一个强有力的补

充。比亚迪国际化路径的选择为其在新能源市场上取得的成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化战略布局的完善，对其展开分析既有理论意

义，又有实践意义。

本文以比亚迪作为研究对象，首先从产品矩阵、目标市场以及进入模式三个

角度研究其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其次与特斯拉国际化路径进行对比研究，

分析得出二者国际化路径的异同以及国际化效果的差异。最后结合中国新能源汽

车发展目标为包括比亚迪在内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发展建议和启示。

关键词：比亚迪 特斯拉 新能源汽车 国际化路径 产品矩阵 目标市场 进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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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18th century

brought new impetus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steam , the car has become the social production and

business oper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fields and indispensable tool,

but on the other hand with the progress of era, the increasing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a large number of overload on car use, also gave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re of huge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auto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the bottleneck, The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has emerged. China, as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country of new energy vehicles, especially the passenger car market is

huge. According to EV Sales statistics, by 2018,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scale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 China will exceed 1 million units,

ranking first in the world and exceeding the total of other countries.

As the leader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BYD's market

share in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s reached 18%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0, beating Tesla China's 14%, winning the first place, and its global

sales volume was second only to Tesla and Volkswagen. As early as 2007,

BYD has started to enter the overseas market. The mode of entry is

mainly strategic alliance and investment to build factories, and export is a

strong supplement. BYD's products enter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re

mainly new energy commercial vehicles competing for market 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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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ure electric buses and pure electric forklifts as the leading force,

while new energy passenger vehicles are mainly facing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gradually enter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the choice of

target market, and other Chinese enterprises "easy after difficult" is

different from BYD new energy vehicles to take the "difficult after easy"

internationalization strategy. The choice of BYD's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 has played a huge role in its success in the new energy market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trategic layout

of China's new energy vehicles internationalization,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carry out research on it.

Taking BY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 of its new energy vehicl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product matrix, target market and entry mode, and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Tesla's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 and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effects. Finally, it

provides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and enlightenment for Chinese new

energy vehicle enterprises including BYD based on the target of Chinese

new energy vehicles.

Keywords: BYD;Tesla;New energy vehicles;Internationalization path;

Product matrix;Target market;Enter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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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 研究背景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出现，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前进动力，蒸汽、石油资

源的整合应用也给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了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汽车成为了社会生产经营、交通运输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但同时随着时

代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汽车大量需求、汽车超负荷使用，也给

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高耗能、高污

染的传统汽车产业发展进入瓶颈期，向新能源汽车的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与石油资源短缺的状况相反，电力在中国则是一个高水平、高质量且稳定发

展的行业。近年来，我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供需结构不断优化，成为中国汽车

产业开启新能源发展的重要背景，也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有力支撑。2008 年

全球金融危机后，新能源汽车产业开始成为我国新的战略性产业，也进一步推动

了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中国是世界上新能源汽车增长最快的国家，尤其是

乘用车市场规模巨大。据电动汽车销售网统计，经过二十年的发展，2018 年我

国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的规模突破一百万辆，位列世界首位，超过其他国家总

和。

目前，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上主要有三类汽车企业：汽车制造新势力、外

资品牌和传统自主品牌。其中，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头羊，比亚迪多年来深

入培育了国际新能源汽车市场，不仅形成了全球比亚迪公交圈，呼应了国内市场，

还实现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强劲崛起，树立了自己的品牌。2020 年上半年，比

亚迪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达到近两成，位列第一，全球销量仅次于特斯

拉和大众两个企业，涉足全球 50 多个国家，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化的标杆

性企业。

在国际化进程中，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取得优异的成绩主要得益于正确的国际

化路径选择，无论是对目标市场的定位，对优势产品的选择，对国际市场的进入

方式进行考量，比亚迪都有明确的目标和采取了适当的策略措施，不仅为其在新

能源汽车市场上的迅猛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支持，也进一步推动完善了中国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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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国际化的战略布局，还为国内其他相关企业树立了国际化的典范。由此，对

比亚迪国际化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为立足点，从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出发，

明确其国际化路径。并与行业龙头企业特斯拉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二者国际化路

径上的异同以及国际化效果的差异。比亚迪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军人物，

也是中国新能源汽车国际化的典型企业，研究它在国际化路径的现状以及在国际

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提供

优化建议，促进其深入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我国其他新能源汽车企业

进军国际市场、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提供启示与借鉴。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理论上，该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企业国际化经营的理论，主要体现为：

第一，本文对国际化路径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仅从目标市场和进入模式两个

角度进行的传统分析，加入了产品矩阵这一角度，在这三者之间构建桥梁，丰富

了企业国际化路径的理论研究。

第二，当前学术界对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产业、某一公司的国际

竞争、国际发展战略等方面，鲜有从国际化路径上进行的。通过比较比亚迪和世

界新能源汽车巨头特斯拉的国际化路径，可以进一步丰富国际化路径的相关理论

研究，提供更多的实证研究案例。

（2）实践意义

比亚迪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先锋，致力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但是，比

亚迪在国际化发展道路上与特斯拉等国外优秀的汽车制造商还有很大的差距，本

文通过比较和分析，可以为包括比亚迪在内的众多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国际化道路

提供借鉴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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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文章主要有六个部分，具体如下：

第一章 绪论

本章主要概述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和论文框架。

第二章 国际化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本章主要介绍关于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理论、文献综述，奠定理论基础。

第三章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发展概况

本章中，先介绍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全球背景与我国的政策环境。其次对本文

案例研究对象——比亚迪新能源汽车进行分析，通过产量、出口量、国外市场占

有率等数据描述其发展现状以及国际化进程，为下文的国际化路径分析提供支持。

第四章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分析

本章中，依据前期搜集来的数据与资料，从产品矩阵、目标市场和进入模式

三个方面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并通过对国际化程

度、创新能力以及利润率数据评价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的效果。

第五章 比亚迪与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的效果对比

本章中，将介绍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强大竞争者特斯拉的国际化路径，

并比较比亚迪与特斯拉在产品矩阵、目标市场以及进入方式上的差异，找出异同。

利用二者国际化程度、创新能力以及利润率的数据对比他们进行国际化效果的差

异，得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具体的对

策建议。

第六章 给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国际化的启示

本章是全文的结尾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之上，根据研究结果，得出比亚

迪和特斯拉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和国际化效果的对比结论，对比亚迪新能源

汽车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国际化规模提供发展建议。并提出中国新能源汽

车企业在未来发展中如何进行国际化、如何优化国际化效果进行建议。

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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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研究基本框架

1.4 研究方法

1.4.1 文献研究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学术期刊以及书籍等途径，对相关文献及相关理论进行

归纳整理，并结合论文的研究目标，找到论文的切入点。

绪论

企业国际化理论基础
全球行业

发展现状

我国政策环境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分析

比亚迪与特斯拉新能源汽车

国际化路径的对比

国际化效果评测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国际化程度总结

特斯拉国际化路径概况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与特

斯拉国际化效果的差异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建议以及

给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国际化的启示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发展现状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国际化概况

产品矩阵

目标市场

进入模式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与特

斯拉国际化路径的异同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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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案例分析法

通过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进程进行案例研究，总结分析其国际化路

径，评价其国际化效果。

1.4.3 对比分析法

选取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行业中最大的竞争对手特斯拉，对其国际化路径及

国际化效果进行分析评价。研究二者国际化路径的异同并比较二者国际化效果的

差异，对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有利于针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中

的不足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1.5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1.5.1 创新之处

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大部分是发达国家的

大型跨国公司，而缺乏对处于成长期企业的相关的研究。同时，关于国际化路径

选择的研究一般认为，选择一条国际化道路，不但会对跨国经营结构产生一定的

影响，而且对整个公司的经营业绩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时至今日，尚未有立足于

国际化路径的效果的评测案例。所以本文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的研究

一方面扩充了新能源汽车行业国际化的案例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利润率、创新能

力以及成长程度三个角度对比亚迪国际化路径的效果进行评测。

1.5.2 不足之处

由于之前的文献中较少有对企业国际化路径效果的测评，所以本文中对比亚

迪和特斯拉国际化路径效果的测评方法还有待持续优化、文章的研究深度还有待

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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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企业国际化的经典理论

时至今日，不同的学者还尚未对企业国际化的概念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目

前被普遍认可的基础理论主要有以下四个。

Hymer（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指出，与东道国的同类竞争对手相比，公司

在组织、经营、规模效益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同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也具有

竞争力，此时企业会选择对外投资。Vern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

表明，一种产品在发达国家首先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当它具有了一定的竞争优势

后，就可以进行标准化生产，然后再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欠发达国家。这一理

论可以很好地说明企业在发展初期进行的对外投资活动，但这种理论并不适合那

些已经在国外从事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公司。Buckley 和 Casson（1976）

最早提出了内部化理论，他们认为企业进行国际化是其利润最大化的理性行为结

果，在国际化进程中，使一开始不具有优势的企业慢慢创造出优势。与此同此，

Dunning（1975）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是否选择进入国际市场主要依赖

于以下三个优势，分别是所有权、区位和市场内部化。当企业在只有技术优势的

情况下，应该采取技术转让的方式；如果具备了技术优势的同时还拥有内部化优

势，则适合出口贸易；如果在三个方面都同时具有优势，就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尽管以上经典理论的观点各有不同，但都较为系统地揭示了西方发达国家市

场企业走向国际化道路的内在规律，这对中国企业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参考借鉴意

义。但随着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明显增加，这种情况下企业所选择的国

际化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2.1.2 企业国际化路径的相关理论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会发现学者们普遍从市场范围、经营模式、文化差异

三个角度来描述国际化的一般路径。一是从市场范围的角度来看，企业国际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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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遵循本地市场、国内市场、海外邻近市场和全球市场的发展路径。总体而言，

发展趋势是从国内走向国际。第二，从经营模式上看，企业的国际化一般遵循国

内经营、中间商间接出口、直接出口、设立海外销售办事处、对外直接投资的路

径。总体来看，国内业务呈现出向境外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的趋势。最后，就两

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差异，即文化差异而言，企业的国际化一般遵循从文化相似

到小文化差异再到大文化差异的路径。中国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的过程中，往往会

从本土转移到东南亚、东亚等具有较为相似文化背景的地区，进而再进入具有不

同文化背景的西方国家。

随着国际化理论的发展，与前期西方的理论不同，研究也转向从发展中国家

出发描述企业国际化路径。李森彪（2020）基于市场范围和文化距离两个层面，

提出了一般路径理论模型，如图 2.1 所示，其中 A代表具有小文化差距的国内市

场、B代表具有大文化差距的国内市场、C代表具有小文化差距的国外市场、D

代表具有大文化差距的国外市场。

图 2.1 企业国际化的一般路径模型

根据图 2.1，可以进一步将企业国际化路径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1）渐进式成长路径理论(A－B－C－D)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欧学派学者 Johan-son 和 Valen（1977）提出了企

业国际化发展的理论，并逐步成为了学术界对公司国际化成长路径研究的一个重

要支持和主导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是渐进性的，其发展路

径是从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从小文化差异国家到大文化差异国家的。在文化

距离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常会先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文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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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弱的国家、邻国，然后再进入欧美等文化差异明显的国家。这样的国际化进程，

使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由近到远的文化隔阂大大降低，从而降低了文化冲突，有

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国际市场。例如，海尔“三步走”的发展策略是：以

主流渠道出口产品、建立国际营销网络、销售主流产品。而在这个过程中，海尔

不仅有时间积累知识和资源，还能提升自身经营能力，降低决策风险。

（2） 激进式成长路径理论(A－C－D)

90 年代形成的激进式成长路径理论，其研究对象是那些具有天生国际化特

性的公司。这一理论指出，天生跨国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路径与大部分公司的国际

化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大部分公司的发展道路都是遵循激进的成长路径。公

司成立后，一般都会积极地参与到国外的投资和经营国际市场，并且在早期就已

经实行了国际化的策略。这种公司的核心和管理团队往往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具

有较高的国际教育水平，具有国际教育、生活和工作背景，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

力；二是公司的核心员工和管理团队往往具有广泛的国际关系网和雄厚的国际资

本，可以有效帮助企业进入和开发国际市场；第三，这些企业通常生产科技含量

高或差异化特征明显的产品，可以给客户带来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创造不可复制

的价值。例如 UBER 优步在全球市场的创新型发展，便符合这一理论要求。

（3）跳跃式成长路径理论(A－D－C 或者 A－B－D－C)

跳跃式成长路径是指跨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首先通过投资或并购进入文

化差异较大的国家。这类企业通常在本国国内拥有丰富的资源积累，具有较强的

整体管理和运营能力，能够把握自身产品或服务的优势和特点，准确定位目标市

场，开展国际化经营。市场并购和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跳跃式成长路径进入文化

距离较远的国际市场的相同之处。例如联想公司最初进入国际市场就是通过并购

IBM 的 PC 业务，使得联想拥有了在国内没有的产品技术、分销渠道、研发能力、

管理团队等优势，在研发、品牌、渠道等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在快速提高市场

份额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但是，由于文化距离较远，在经营初期

企业通常会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

早期关于国际化的研究成果，为本文进一步研究比亚迪的国际化路径打下了

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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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企业国际化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显得日趋重要，国外众多学者从不同

角度分析研究了企业国际化的目的以及路径，而我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则

始于 20 世纪末。伴随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

的新背景下，国内学者针对企业国际化及其扩展研究迅速增多。

随着发展中国家的逐渐兴起，缺少所有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扩张海

外市场获取战略资源与学习机会为动机（Child & Rodrigues,2005；Rui &

Yip,2008），弥补其竞争劣势，进而提高其国际化水平（Mathews，2006；Hansen，

2014；黄先海，2003；Luo & Tung,2007）。而在这个过程中，选择一条国际化路

径，对于一个公司的国际化战略的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Jphanson,1988），

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对此展开研究。Melin（1992）立足于进入模式和产品矩

阵两个角度，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一个不断地演进过程。Parshotam（2000）从美

国中小企业的角度出发，认为对企业国际化路径进行越恰当的选择步骤，其国际

化进程就越顺利，越容易取得成功。

我国学者李春顶（2009）基于新贸易理论，认为公司进入国际市场的模式与

生产力有一定的关系，高生产力的公司会直接向国外投资，低生产力的公司会倾

向于出口。刘宇飞（2017）回顾了中国北汽与吉汽的国际化过程，认为中国公司

走向国际化道路的第一步是从国外引入优秀的产品、技术、管理经验；第二步是

在此基础上进行技术革新；最第三步是借助企业在本土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走向

海外市场。

刘红燕、吴岩（2009）将中国公司的国际化路径进行了比较，将其划分为渐

进式与跨越式。所谓渐进式是指将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地理位

置上呈现出从区域、国家、海外市场、最终扩展到全球市场的特点，重点突出企

业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企业国际化建设；而跨越式是指是指企业根据内外部优

势直接进入高层次国际化阶段，是指企业根据内外部优势直接进入高层次国际化

阶段。由于受外部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制约，我国大部分企业走出了“渐进”的道

路，但也有一些公司通过互联网技术和海外关系走上了跨越式的国际化路径。王

增涛（2011）将国际化路径理论进一步拓展，并将其纳入“天生国际企业”的国

际化道路，并根据国际化阶段理论，从地域与文化层面出发，提出了以地域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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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基础的渐进式发展路径；以海外关系及资源为基础拓展了跨越式国际化。

通过对企业国际化路径相关研究的回顾可知，通常来说，企业的国际化路径

存在两种基本模式，即渐进型与跨越型，企业需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选择契合的

成长路径，制订合理的国际化发展战略。

2.3 文献述评

综合以上有关企业国际化和国际化路径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出企业国际化

路径的三大要素。生产出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优质产品，是公司走向世界的重要

条件。因此，在企业国际化的第一步中，产品矩阵往往包含了对产品的归类和定

位，这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国际化效果。目标市场是第二步，不同的市场具有差

异较大的偏好、需求以及消费能力，选择适合产品销售指向的目标市场将决定企

业国际化的稳健与否，同时它也是将产品矩阵与市场进入模式联系起来的桥梁。

进入模式是走向国际化的最终阶段，企业要先通过产品矩阵来确定公司的产品和

类别，然后对目标市场做出清晰的选择，再结合产品特征和市场因素，最终确定

合适的进入模式，从而实现全球化。因此进入模式在企业国际化中则扮演着关键

角色，包括直接出口、特许经营、战略联盟、投资建厂等，要正确地找到合适企

业的进入方式。

虽然企业国际化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是仍存在以下几点

不足：

第一，当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国外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化的历程作为研究案

例，其研究结果虽然能为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一定程度上的借鉴，但是由

于中国企业拥有其自身的成长特性，所以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具体路径难以全

盘照搬海外成熟企业的发展模式。因此本文在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进

行分析时将密切关注中国企业的特点。

第二，我国国内学者的研究对国际化的相关问题主要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

对于新能源汽车等涉及某一具体行业领域的国际化路径相关研究较少。如果将研

究范围限定到某一具体行业，则得出的研究结果可能就会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与此同时，也就能为某一行业乃至个体企业提供更务实的对策建议。

第三，通过对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市场选择与进入模式是国际化路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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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部分文章仅从其中一个角度

进行单独探讨，论证内容不够全面，同时从产品矩阵、目标市场与进入模式三个

角度对国际化路径进行综合论述的相关研究较少。

综上所述，虽然学者们对国际化路径的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出发，但大都提及

了产品、市场以及进入模式三个方面，这也成为本文研究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

化的出发点。因此，本文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为例，从产品矩阵、目标市场和进

入模式三个方面对其国际化路径进行综合分析，并且通过分析比亚迪和特斯拉的

国际化程度、创新能力以及利润率三个方面对企业的国际化路径的效果进行评测，

而这也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意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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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发展概况

3.1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背景

18 世纪工业革命的出现，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前进动力，蒸汽、石油资

源的整合应用也给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为了满足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汽车成为了社会生产经营、交通运输等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但同时随着时

代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汽车大量超负荷使用，也给资源利用和

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传统汽车产业发展陷入瓶颈，所以新能源汽车产业

也就应运而生。我国也紧跟这一发展势头，利用我国优势支持新能源汽车行业的

发展。

3.1.1 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概况

十九世纪开始，新能源汽车产业便进入了全世界的视野之中，它曾大获成功，

但是犹如昙花一现，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由于不断对油田进行开采，使得汽油

的价格逐渐降低，内燃机技术随之完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汽油车作为出行

工具。直至二十世纪末期，全球气候变暖给环境带来的危害逐日加深、对石油资

源的过度开采也使其日趋匮乏，人们这才又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到节能环保的电动

车。进入二十一世纪，推动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己经成为世界众多国家、主要汽

车生产企业应对环境和能源挑战的战略重点，世界新能源汽车产业也由此开始进

入全面升级的新阶段。

如图 3.1 所示，从 2015 年开始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开始大幅增长，随后几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都在逐年增加。从 2015 年的 72.7 万辆上升到 2020 年的

312 万辆，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 54.86%，一方面是由于各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企业的制造水平不断提高，新能源汽车生产过程

中的重要环节都有了巨大的技术突破。2019 年开始，由于受到政府对新能源汽

车补贴退坡以及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的影响，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增长速

度有所放缓，产量约为 221 万辆，与 2018 年相比增产不足 20 万辆。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13

图 3.1 2015-202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量（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第一电动网，http://biz.touchev.com/industry_data

相较于商用车，乘用车作为汽车市场中受众更广的汽车类型，其在市场中的

地位是举重若轻的。图 3.2 表明了全球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场渗透率，即乘用车市

场上新能源车的比例。可以看出，2016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有所下

降，是因为 2016 年《新能源汽车蓝皮书》显示部分企业产品性能虚标，有些车

辆还出现了缺失电池的问题，这一负面新闻给新能源汽车市场造成了短暂的不利

影响。随着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完善，在之后几年，新能源乘用车渗透

率有了明显的回升。2018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如火如荼，作为汽车

市场的主流车型，新能源乘用车的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突破 200 万辆，全球市场

渗透率达到 2.1%，与 2017 年 1%的渗透率相比有了显著的提升；2020 年，全球

新能源乘用车销售数目超过了 255 万辆，市场渗透率达到 4.1%，创历史新高。

图 3.2 2015-2020 年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及渗透率

数据来源：https://www.ev-volumes.com/data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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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实至名归的大国。图 3.3 显示，2020 年中国新

能源汽车销销售规模占据市场的 54.1%，超过全球销量份额的一半，剩余份额则

分别被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占据。

图 3.3 202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格局（单位：%）

数据来源：电动汽车网，https://data.cnev.cn/

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大批厂商脱颖而出。从图 3.4 中可以看

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实现了全球 18.32 万辆的销量，位于全球新能源汽车企业

销量排名榜单的第三名，表明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是成功的。与此同时在

短期内，特斯拉依旧会保持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领先地位。而与榜单中的国内品

牌通用五菱和上汽相比，比亚迪的优势更加明显，也就同时表明了比亚迪在我国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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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20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企业销量 TOP10（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EV Sales 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总的来看，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势头强劲，在各国政策的支持下，不

论是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传统汽车制造企业还是以特斯拉为典型的造车新势力都

在不断加深各领域新产品的市场渗透。

3.1.2 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

（1）资源基础

石油不仅是我国国计民生的重要保障，也是我国实现经济发展和军事战略的

有力支撑，影响着国家的安定。随着经济的发展，石油能源的过度消耗、污染气

体的大量排放日益成为了我国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我国的原油

对外依存度达到 72%
1
，2020 年底，我国的汽车燃油所消耗的石油约为 2.4 亿，

占我国石油总消耗量的近三成。在全球提倡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下，在节能减排、

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下，传统燃油车因其高耗能、高污染的特点，致使其发展与

时代要求背道而驰，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已是势在必行。

与我国石油资源欠缺的情况相反，电力则是我国稳步成长且高质量发展的行

业。近年来，全国电力总体供需水平已经达到了平衡，供需结构持续优化，为我

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提供了保障。而中国拥有世界上布局最完善和供能最强的电网，

1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 2021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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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量长期雄踞世界第一，而这也成为了我国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要背景和

强大的后盾。

（2）政策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政府和厂商大力推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普及已是大

势所趋。图 3.5 整理显示了我国近 10 年以来，出台的关于扶持推动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部分法规政策，从公共领域的试点到开展全国推广工作，再到对新能源汽

车补贴，体现出中国政府为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营造了较好的市场环境。

图 3.5 近十年来我国出台的相关法规政策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17

这些发展规划将进一步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为我国汽车产业发

展转型提供支持，也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进一步升级。

（3）发展现状

由于我国电力工业的稳定发展、电力资源结构的不断优化以及我国政府对新

能源汽车领域的大力支持，所以新能源汽车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当前，中国

是世界各国中新能源汽车规模扩大最快的国家。由于我国电力行业稳定发展、电

力资源结构持续优化以及我国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这一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给我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成长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总的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

经历了 2001-2008 年的规划阶段、2009-2015 年的导入阶段、2016 年至今的成长

阶段三个时期，现在是全球新能源汽车增速最快的国家。如图 3.6 所示，自 2014

年起，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量和销量都开始有明显的上涨，产量从2011年的 0.84

万辆增长到 2014 年的 8.39 万辆，销量也从 2011 年的 0.82 万辆增长到 2014 年

的 7.5 万辆。2014-2017 年的产销量以每年 20-30 万辆的幅度稳步上升，至 2018

年更是双双突破了 100 万辆，尤其在乘用车市场占据全球第一。与此同时，还能

从图中发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数量几乎一致，库存较小，这表明在我国新能

源汽车受欢迎的程度高。2018-2020 年这三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基本稳

定在 130 万辆左右，标志着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图 3.6 2011-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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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渗透

率将在 2025 年达到 25%左右。因此，预计新能源汽车销量将以 33%的复合增长率，

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潜力巨大。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主要形成了三大企业

阵营：传统品牌（例如比亚迪、五菱）、新造车新势力（例如特斯拉、理想、小

鹏）以及新科技企业（例如百度、华为），而比亚迪凭借其全产业链的布局和产

品研发的优势从国内的众多车企中脱颖而出，已经逐步成长为国内新能源车行业

的领军人物。

3.2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

比亚迪最早是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品牌的锂电池供应商，成立于 1995 年，

2003 年兼并收购了西安秦川汽车有限公司，同年又收购了北京吉驰汽车模具有

限公司，由此，在我国搭建了一个完整的经营体系。

第一款为比亚迪打开汽车市场的 F3 车型于 2005 年诞生，中国汽车企业在

2006 年开展了激烈的竞争，但是 F3 的销量却日益增加，一方面巩固了其市场领

先地位，另一方面也使得比亚迪从各汽车品牌中脱颖而出，位列第一。传统汽车

F3 取得的卓越成绩，给比亚迪在电池以及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成长成熟提供了保

障支持。2008 年，比亚迪开始进军商用车市场，正式开始对纯电动客车进行投

入研发，目前已覆盖全系 6-18 米的产品。2010 年，比亚迪提出了绿色城市公共

交通的方案，后来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 年，比亚迪在深圳投入了 200 辆纯电

动大巴，成为全球第一批进行商业化新能源客车运营的企业。

在国内市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到北京、广州、深圳、天津、杭州

等多个一二线城市，与此同时还积极扩展中小城市市场规模，逐步实现城乡公交

电动化。2020 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凭借 18.32 万辆的销量，进入全球新能源

汽车企业销量榜单的前三甲，也跃居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销量榜单之首（见图

3.7），超过排名第二的特斯拉中国 5.22 万辆。在海外市场，比亚迪也在完善拓

展其全球化的战略布局，基本实现了全球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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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2020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业销量 TOP10（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

未来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战略规划主要布局在以下四个方面，具体如

表 3.1 所示：

表 3.1 2021 年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重要战略规划

目标规划领域 规划内容

刀片电池 在 2021 年正式启用

产能 在深圳扩大到 20 万辆；在西安扩大到 30 万辆；在长沙扩大到 20-30 万辆

智能化 内饰进一步优化升级，使汉、秦系列更具有识别度；

e 系列 2.0 推出，使得 e 系列通用性更强

储能 几个 GWH 出货实现翻倍增长

综上，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实现了协同发展、互相成就。

特别是它的国际化战略，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比亚迪的全球品牌影响力，同时也提

高了自己的生产技术和研发能力。可以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取得今天的成绩与

其开展的国际化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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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概况

比亚迪自 2007 年开始涉足海外市场，至今已经在巴西，美国等多个国家设

立工厂，其纯电动巴士、叉车等产品在多个国家的市场份额均超过七成，在海外

市场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

从图 3.8 中可以看出，比亚迪公司顺应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潮流，不断

提高技术水平，持续投入研发和开发新产品，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节奏。虽

然 2018 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受到退坡补贴政策的影响，但是比亚迪的新能源汽

车的表现依然强势，销量翻了一番，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从 2018 年中国汽

车协会发布的数据来看，比亚迪又一次成为了全球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销量冠军，

连续 4年的销冠成绩进一步巩固了他行业龙头的地位，并进一步提升了它的品牌

影响力。

图 3.8 比亚迪发展的重要节点

比亚迪凭借其领先的核心技术、优化的售后解决方案、完善的产业链结构，

以及被消费者信赖的新能源汽车产品品质，给我国乃至于全球的公共交通系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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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化的进程都提供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向世界各国输出了环保出行、绿色交通

的理念。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比亚迪都在为消费者提供技术和产品的同时，为

城市提供一系列的绿色交通解决方案，提升了品牌的影响力。

新能源作为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方向，多个发达国家都开始进入这一新兴产

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比亚迪于 2013 年首次获得 35 辆电动巴士的竞标，这为

开拓欧、美、日、韩等传统汽车大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获得了来自海外的用

户，如 Facebook，伦敦交通局等客户的青睐。2020 年，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

都逐渐开始在不同领域投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包括机场摆渡车、出租车等多种

类型。

通过对比亚迪 2020 年企业年报以及相关资讯的汇总，整理得到了比亚迪

2020 年新能源汽车海外业务的发展动向，如表 3.2 所示：

表 3.2 2020 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海外业务发展动向

发生时间 业务内容描述

2020 年 4 月 宣布与哥斯达黎加能源学、美国国防军合作，开启首个哥斯达黎加纯电动公

共交通的战略布局。

2020 年 7 月 向匈牙利交付 10 辆纯电动大巴。

2020 年 8 月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与西班牙签订30辆新能源纯电动客车的采购合同。

2020 年 9 月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宣布与北欧最大公共交通运营公司签订106台新能

源纯电动客车订单，跻身芬兰市场，这也是欧洲版图的再一次拓展。

2020年 10月 比亚迪与澳大利亚当地多家客车制造商建立合作关系，共获得近百辆客车订

单，总价值达上亿元人民币。

2020年 11月 比亚迪携手英国巴士制造商（ADL）向新西兰旅游胜地怀赫科岛交付首支新

能源纯电动大巴车队。

2020年 12月 建成哥伦比亚规模最大的纯电动巴士车队 470 辆。

3.4 本章小结

在世界各国都面临着环境恶化和能源短缺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这一产业应

运而生，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对这一新兴产业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而各国政府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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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颁布相关政策法规促进这一产业的发展，汽车生产制造厂商也跃跃欲试，想要

在这一全新领域发挥自身优势，吸引消费者从而试图获取更高的利润。在这样的

国际背景和形势下，中国凭借着其庞大的市场规模、丰富的电力资源以及与时俱

进的政策保障，在众多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国家中脱颖而出。而比亚迪作为我

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锋，迅速占领了市场。比亚迪以其在汽车行业的技术优势

和在电池领域的研发投入，敏捷地发现了发达国家中新能源商用车的市场空白。

自此，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正式进军国际市场。第四章将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

际化路径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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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分析

比亚迪作为我国新能源汽车跻身国际市场的典范，对其他“走出去”企业具

有重要的学习借鉴价值。我国著名学者李森彪提出：“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以

及中美贸易摩擦都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发展压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我

国领先型企业，例如比亚迪进入国际市场的国际化路径进行研究，便显得格外重

要且有意义。”1通过对国际化经典理论的梳理分析和对相关研究文献整理借鉴，

本章就从产品矩阵、目标市场、进入模式三个角度对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

路径具体进行分析。

4.1 产品矩阵

根据比亚迪公司官网将比亚迪产品类型整理如图 4.1 所示。比亚迪的汽车产

品主要新能源商用车、新能源乘用车（包括纯电动车 EV、混动车 DM）以及小部

分燃油车。其中，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主要有大巴（K9、C6）、四种类型的叉车

以及卡车（T3、T4、T5），新能源乘用车则有轿车（汉、秦、海豚、e2 系列）、

SUV（唐、宋、元系列）以及 MPV。

1 李森彪.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行业领先企业国际化路径存在的问题及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20(16):4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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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比亚迪产品矩阵图

资料来源：根据比亚迪官网整理

比亚迪基于“7+4”的整体市场布局策略，直接影响到其产品的布局和定位。

“7”是指 7 个传统行业，分别是：私家车，公交，出租车，公路客运，城市商

品运输，城市建筑运输，环卫车，“4”是指 4个特别的行业，分别是仓储，矿山，

机场和港口。从产品矩阵图中可以看到，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品种类丰富多样，

涵盖了中低端车型市场。价格区间为 7.98 万元至 27.95 万元，可以说其产品面

向的消费者范围较广。

4.1.1 新能源商用车打头阵，争占国际市场份额

全球新能源商用车市场的空白给全产业链核心技术完善且生产工艺成熟的

比亚迪提供了发展的空间。面对复杂多变的供需形势，比亚迪能够适时地进行动

态的调整，并能进行个性化的定制，以满足多种类型客户的不同需求。不过，目

前在国外市场上，只有 K9 和 C6 两种车型。比亚迪于 2018 年开发纯电动无人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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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叉车，又一次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应用范围的拓展。以纯电动巴士和全电动叉车

为代表的比亚迪，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中，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如图 4.2

所示，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在 2016-2018 年三年中，全球销售数量逐渐递增，于

2018 年达到峰值 20659 辆，2019 年由于受到我国经济放缓的影响，比亚迪新能

源商用车产能下降，所以导致 2019、2020 年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全球销量大幅

下降，而随着碳排放标准的提高，未来全球新能源商用车销量有望重新崛起。

图 4.2 2016-202 年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全球销量（辆）

数据来源：电动汽车网，https://data.cnev.cn/

4.1.2 新能源乘用车面向国内，潜在国际化

比亚迪为打入私家车市场提出了“542 战略”（其中“5”代表百公里加速 5

秒以内，“4”代表全系 4驱，2代表百公里油耗 2升之内），由于比亚迪在 DM 混

插技术的创新，使得其新能源乘用车的产品重心逐渐从纯电动向插电式混合动力

转移。其中王朝系列和 e系列形成了相当大的市场影响力，唐、秦、宋、元、e6

等车型已经在市场中形成了较大的市场规模，2020 年上市的汉系列搭载比亚迪

最新研制的长续航版“刀片电池”，成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随着比亚迪新能源商用汽车在国际市场知名度不断提升，比亚迪在国内销售的如

火如荼的新能源乘用车也将逐渐打开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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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3 中可以看到，随着产品线的不断扩充完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世

界范围内的市场规模也日益扩大，新能源乘用车以及新能源商用车，都在市场中

获得了不错的反响。由于乘用车的目标市场更大，所以其销量相较于商用车也有

着明显的优势。即使在 2018 年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两种车型仍然保持了较

高的增长水平。由于商用车市场逐渐趋于饱和，所以相较于 2018 年，之后的两

年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的销量都有了明显的下降。2020 年，受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的全球销量呈现出了下降趋势。但由于当下比亚

迪新能源乘用车主要在我国市场进行经营活动，海外销量占比较小，所以其国际

化的程度相较于商用车来说还是存在着明显不足。

图 4.3 2016-2020 年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全球销量（辆）

数据来源：电动汽车网，https://data.cnev.cn/

综上，比亚迪最初选择以新能源商用车产品打开国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先

在国内提升品牌效应、开拓市场后逐步进入国际市场。

4.2 目标市场

我国的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往往会将进入难度较低、生存能力较强、

贸易壁垒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首选，在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竞争优势后，才选择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27

进入发达国家。而比亚迪在选择目标市场方面，与多数企业正好相反。

欧洲市场作为全球第二大新能源汽车市场，自然成为比亚迪最早开拓的海外

市场。2012 年，比亚迪与欧洲保加利亚布雷兹尼克（Bulmineral）联合成立了

第一家合资企业，以此作为进军欧洲市场的开端。后来又与荷兰史基浦国际机场

签订达成当时最大的 35 台纯电动客车的订单。2019 年比亚迪一方面在英国收获

电动大巴订单外，另一方面还拿下挪威首都奥斯陆 42 辆的大巴订单，和葡萄牙

共同打造首个 12 米纯电动大巴车队，同时在西班牙、瑞典等多个国家斩获订单。

截止 2021 年 2 月，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已获得超过 800 台纯电动大巴的订单，市

场占有率超 20%
1
，居于首位。

美洲也是比亚迪重点关注的市场之一。2013 年中标美国加州长滩公交项目

后，比亚迪便顺利进入美洲市场。2019 年在哥伦比亚成功中标 379 台纯电动大

巴订单，这是比亚迪在美洲市场收获的最大的纯电动大巴订单。迄今为止，比亚

迪纯电动大巴已经远销美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长为在美洲纯电动客

车市场上具有绝对优势的企业。

在亚太市场，比亚迪的纯电动车不仅成功地打入了马来西亚和泰国，而且还

成功地进入了日本和韩国。比亚迪于2017年向日本冲绳销售10部纯电动公交车，

进而在冲绳成立了第一个纯电动车队。在韩国，20 台比亚迪 eBus-7 纯电动公交

车于 2018 年在韩国济州岛正式启用。这是济州岛著名景点牛岛的第一个全电动

公交车车队，同时是韩国最大的纯电动车车队。日本和韩国，都是世界上实力强

劲的汽车大国，他们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几乎占据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再加上

进口限制，国外的汽车品牌很难在国内站稳脚跟，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在这两

个国家，都有很大的优势。

现在比亚迪的产品几乎销往世界各地。如图 4.4 所示，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

市场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和亚太地区。以纯电动巴士为例，目前已经在超过

50 个国家、超过 300 个城市投入运营；对于纯电动叉车来说，如今已经在中国

超过 100 座城市销售，并在德国，美国，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销量领先，涵盖

范围广阔。

1 数据来源：http://www.daas-aut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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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分布

图片来源：根据比亚迪官网整理

比亚迪作为中国第一个进入欧美日、韩国等成熟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从

这一点可以看出，它在选择目标市场时采用了“先难后易”的策略，一方面是因

为发达国家技术壁垒比较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比亚迪公司自身的发展战略。

欧美国家作为最开始关注节能环保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其新能源汽车的补贴

力度以及市场认可度都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提供了条件，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快速发展。而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率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地区，既是为了跻身国际

市场、促进产品适应国际竞争，也是为了紧跟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为产

品的生产、研发、销售创造更大的市场环境。

4.3 进入模式

一般来说，企业开始国际化有多种进入方式，包括出口、契约和投资。在企

业国际化初期，首先要以出口和契约的稳定方式进入国际市场，以树立海外市场

的品牌形象，后期再通过品牌的知名度和资金的积累，在海外市场投资建厂，从

而达到扩大规模生产的目的，进而加速国际化进程。在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

化进程中，主要采用的进入目标市场模式有直接出口、战略联盟和投资建厂。

4.3.1 直接出口

出口通常指国内生产和国外销售这种传统的、简单的、低风险的进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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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进入国际市场进程的初级阶段。自 2013 年以来，比亚迪多次获得美国、智

利等国家的纯电动客车订单。早在 2013 年 5 月，比亚迪就向 MTA（美国洛杉矶

郡大都会公交公司）销售了 25 辆纯电动大巴，MTA 又购买了 60 辆纯电动客车。

在 2015 年 9 月，比亚迪在华盛顿成功中标 800 辆纯电动客车，成为美国最大的

纯电动大巴供货商供应商。相比美国，比亚迪在南美市场起步较晚，先后从哥伦

比亚、巴西、智利等国家获得纯电动大巴以及 e6 车型的订单，并广受好评。

在欧洲，比亚迪从 2012 年 6 月起就赢得了荷兰，英国的纯电动客车订单，

2017 年，英国的所有电动巴士计划都被比亚迪垄断，英国市场可以说是比亚迪

进军欧洲市场不可动摇的基础。

比亚迪还将其直接出口到亚太平洋地区。比亚迪从 2015 年起就开始在日本

的冲绳，福岛进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也是比亚迪未来在亚

太地区的重要战略市场，比亚迪已经往日本等地成功出口了 1000 多台纯电动公

交车，并于 2018 年在韩国济州岛推出了 C9 型中型电动车。如图 4.5 所示。

图 4.5 比亚迪在不同市场的部分出口情况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的初期，选择出口这种最直接的国际化经营方式，

以高性能的纯电动大巴进入国际市场，满足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公共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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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需求，不仅能够快速打开国际市场、提升自己的品牌认可度，还能为后续新

能源汽车在当地的生产制造奠定基础。

4.3.2 战略联盟

出口是直接单向的国际化路径，其国际化进展迅速、短期内国际化效果明显，

但是要想在发达国家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以及技术支持、发掘并保持自己的长期

优势，进行战略联盟就显得十分重要。如图 4.6 所示，2018 年，比亚迪引入了

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这是其在战略合作方面的第一次尝试。截至 2020 年

末，它是比亚迪的第 4大股东，拥有 8.25%的股份。这意味着比亚迪在资本市场

上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其品牌和产品的形象也都有了显著的提升。

图 4.6 比亚迪公司股权结构图

在欧洲，比亚迪和戴姆勒于 2010 年成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以腾势汽车为主

导，这也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战略合作关系。2015 年，比亚迪与英国最大客车

生产商 Alexander Dennis Limited （ADL）签订了一项战略合作协议，比亚迪

为其提供动力电池技术， ADL 则满足其诸如工厂和资金等硬性要求。比亚迪与

ADL共同制造的纯电动巴士，在英国占有50%以上的市场，而在伦敦则达到了90%，

并且在将来完全可以形成垄断规模。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31

在亚太地区，比亚迪公司于 2016 年宣布了与 Goldstone Infratech（GIL）

的战略合作，作为印度最大的复合绝缘子生产商 GIL，它负责印度地区的全电动

公交车的开发和装配。2019 年 11 月，比亚迪与日本丰田合作，双方将分享技术、

分担成本，比亚迪也因此在整车开发、安全、品控等多个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比亚迪在全球不同市场的战略联盟如表 4.1所示。如上所述，战略联盟有助

于推动其新能源项目的研发，而通过与外国公司进行的战略合作，一方面可以提

高比亚迪的生产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比亚

迪在海外的知名度和认可度，为抢占国外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创造条件。

表 4.1 比亚迪在不同市场的战略联盟情况（部分）

目标区域 发生时间 事件描述

美洲市场 2008 年 引入著名的国际战略投资者--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欧洲市场

2010 年 比亚迪与戴姆勒共同出资成立深圳比亚迪戴姆勒新技术有限公

司

2015 年 与英国最大的大巴制造商 ADL 公司战略联盟

亚太市场 2016 年 在印度 Goldstone Infratech Ltd 进行战略布局与合作

2019 年 与日本丰田共同组建新能源汽车研发公司

4.3.3 投资建厂

在国外投资建厂是一个企业国际化的较高发展阶段，通常分为独资和合资企

业两种。独资模式更有利于资金雄厚的公司。表 4.2 显示了比亚迪在不同市场的

投资建厂情况。

比亚迪公司在美国的市场上直接投资了工厂，并辐射到加拿大及拉丁美洲及

其它国家及地区。比亚迪于 2013 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最大的电力巴士及电池厂

的建造中投入了 2.3 亿美元，这是比亚迪公司首次投入了自己的资金。此外，比

亚迪公司还在巴西建立了第一座拥有自己的太阳能电池和电力巴士的工厂，标志

着比亚迪公司开始了拉美地区市场的国际化布局。

比亚迪于 2012 年在欧洲建立了自己的首个合资工厂，该公司设在欧洲保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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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其目的是将 K9 汽车本土化到保加利亚。2016 年左右，比亚迪在匈牙利、法

国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建设，以生产全电动公交车。

表 4.2 比亚迪在不同市场的投资建厂情况

区域 时间（年） 事件

美洲市场

2013 建立美国加州独资工厂

2014 建立巴西独资工厂

2017 建立厄瓜多尔独资工厂

2018 建立美国加州二期工厂

欧洲市场

2012 建立保加利亚合资工厂

2016 建立匈牙利独资工厂

2017 建立法国独资工厂

比亚迪在 A股上市时，确定的国际化战略为：优先进入有新能源政策支持且

有新能源汽车发展基础的国家和地区，同时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普及进程，推

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无疑，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海外工厂陆续建成，

表明其在国外的业务布局已全面展开，并且正在迅速发展。正是与其战略构想相

吻合。

4.4 国际化效果评测

关于企业国际化路径选择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学术界众说纷纭，有正线

性相关、负线性相关、U 型相关等不同的观点。但值得肯定的是，国际化路径的

选择与国际化绩效有着密切联系，两者相互影响。在本节中主要从创新能力、利

润率和国际化程度三个角度分析亚迪国际化路径的效果。

4.4.1 创新能力

当今市场经济发展迅速，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企业所拥有的创新能力成为企

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成长的关键。比亚迪公司是世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

军企业，技术创新力量雄厚，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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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

近五年来，比亚迪为突破创新投入了大量的研发人员，且研发人员的投入数

量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图 4.7）。从 2016 年到 2020 年，研发人员数量占总员工

数量的比重持续攀升，从 12.29%上升到 15.95%，这一比重远高于国内同类企业。

足可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比亚迪始终延续着其著名的“工程师文化”，以保

持其强大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比亚迪的研发投入金额也在 2016-2018 年间呈

现增长状态（图 4.8），从 45.22 亿元上涨到 85.36 亿元，几乎翻了一倍。2019

年虽然受到政府退坡补贴影响，导致比亚迪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大幅下降，但是

研发投入依旧保持在 80 亿元以上，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也保持在 6.59%。2020 年

比亚迪在研发上投入了 85.56 亿元，处于同行业领先地位。

图 4.7 比亚迪投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数据来源：比亚迪年报

图 4.8 比亚迪研发投入情况

数据来源：比亚迪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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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的全产业链布局日趋完善，使其逐步成长为汽车、电池、 IT、半导

体等多个行业的大公司，在电池、电控、整车等领域都处于是世界领先。在动力

电池领域，公司研制出的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电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广泛应用，

更大程度解决了新能源汽车在电池安全、续航里程以及循环寿命等方面的世界性

难题。比亚迪公司已经在技术和价格上取得了行业的领先地位，并且迅速扩大了

动力电池的生产能力，形成了规模上的领先优势。另外，比亚迪目前正积极地进

行 SiC MOSFET 的开发，并在今后的新能源车中逐步采用碳化硅电子控制技术，

从而大大提高其在原有基础上的综合性能。

2020 年比亚迪还拥有了属于自己最核心的技术——比亚迪刀片电池，安全

性能是其投入市场后最大的优势，在此基础上还满足充电一次续航 600 公里的需

求。刀片电池在 2020 年 3 月底便已进入量产阶段，7月 12 日上市的全新产品比

亚迪汉 EV 便搭载了“刀片电池”，这一技术的成熟应用成为了比亚迪拓展新能

源汽车市场、提高品牌影响力的重大突破。

2022 年比亚迪引入了国际化团队，从产品设计到管理全方位提升，刀片电

池技术上的创新，解决了电池自燃的问题，同时降低了公司的成本，预计中长期

30%左右，公司 DM4.0 混动技术叠加刀片电池上的突破，可以极大的减少公司的

产品成本（单车成本下降 7 万），增加公司的竞争力有可能会引发混动汽车的热

销，极大的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比亚迪完善的全产业链布局，还是在比亚迪核心技术方面

取得的突破性进展，都离不开其在产品研发上的巨大投入，而这些投入也给比亚

迪新能源汽车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了创新性优势。

4.4.3 利润率

利润率是指公司在某一段时间内衡量利润水平的一个指标，它不仅能够考核

公司的利润目标，而且能够对各个公司的运营水平进行比较。

由图 4.9 可知，2010-2020 年 11 年间，比亚迪的营业利润率呈现明显的波

动。2009 年起，比亚迪开始涉足新能源汽车领域，新能源商用车也逐步走向国

际市场，这段期间研发投入、其他费用等的支出大幅提升，营业利润率从 2010

年的 5.71%下降到 2012 年的-0.65%，在经历了 2013、2014 年两年的挣扎，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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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2015 年的 3.97%。新能源汽车在国内国外的销量剧增，使得比亚迪营业利润

率在 2016 年达到最高值 5.79%。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贸易争端、

信贷收紧和流动性放缓等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比亚迪的业绩受到了一定

的冲击，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补贴退坡，市场行业竞争加剧，政府补贴退坡，几

乎给整个新能源汽车汽车带来严峻的挑战。2018 年，比亚迪的营业利润率一度

下跌至 3.26%。随着比亚迪刀片电池技术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比亚迪新能源汽车

在电池续航这一参数性能上有了大幅提升，加之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品牌影响力的

进一步提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产品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等因素，使得比亚

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销量上的表现越来越亮眼。中国新能源汽车在 2019 年的补

贴下降幅度最大，这也使得比亚迪在新能源车销售上的表现不如预期。由于核心

汽车行业的销量不理想，比亚迪公司本年度的营业利润出现了下滑。

2020 年比亚迪的营业利润率上涨至 4.52%，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

球汽车的产销规模在 2020 这一年大幅缩小，比亚迪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样受到了

影响。但是 2020 年比亚迪推出了全新旗舰新能源轿车汉和改款旗舰新能源 SUV

唐，给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受到疫情影响，市场加速出清，

比亚迪在海外市场的电动大巴销量也开始了逆势增长，进而促进了 2020 年比亚

迪营业利润率的上涨。

图 4.9 比亚迪营业利润率（%）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比亚迪年报

综上所述，比亚迪的营业利润率与其国际化路径密切相关，并且受经济形势

和政策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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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国际化程度

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是影响其国际化路径的重要因素。跨国经营指数

（Transnationality Index，TNI）就可以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由三个指

标计算而得，分别为：FATA（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FSTS（海外销售额占

总销售额的比重）以及 FETE（海外雇员占总雇员数的比重）。计算公式如下：

��� = ����+����+����
3

×100%

通常来说，TNI 指数越高，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反之 TNI 则国际化程度

越低。由表 4.3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近十年以来，比亚迪的 TNI 指数基本保持在

一个较为平稳的水平，在 8%-9%之间。2015 年起，比亚迪开始陆续推出了“王朝

系列”产品，在国内的销售成绩优异但并未推向国际市场，所以 2015 和 2016

两年，比亚迪的 FSTS 指数明显降低，导致 TNI 指数下降，2016 年甚至只有 6.85%，

国际化程度较低。与此同时，比亚迪的营销策略主要是“低成本、低售价”，使

得比亚迪的国际品牌形象价值较低，社会认可度较低。由于比亚迪在国际化的进

程中通过战略合作和营销的手段不断提升自己的研发创新能力以及品牌影响力，

2017 年比亚迪的海外合作加强、订单不断，销量大幅增长，FSTS 指数也有了明

显的回升，2020 年比亚迪的 TNI 值达到最高值 9.05%。

表 4.3 2010-2020 年比亚迪 TNI 指数变化

年份 FATA FSTS FETE TNI

2010 年 2.06 15.01 9.83 8.97

2011 年 1.16 14.93 10.53 8.87

2012 年 1.00 15.21 9.56 8.59

2013 年 1.00 14.16 9.68 8.28

2014 年 0.79 13.84 10.97 8.41

2015 年 0.82 9.85 13.25 7.97

2016 年 1.26 7.69 11.59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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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32 13.07 11.56 8.65

2018 年 1.44 12.58 11.30 8.44

2019 年 1.55 13.57 11.44 8.85

2020 年 1.67 13.87 11.62 9.05

数据来源：比亚迪年报

4.5 本章小结

比亚迪作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领导者，其国际化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

比亚迪的产品品类丰富，涵盖了商用车、乘用车、纯电动车等多个类型，能更好

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比亚迪用新能源商用车率先打开国际

市场，在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产品性能不断提升的前提下，在国内市场上推出

了新能源乘用车，并走向国际市场。其次，比亚迪在目标市场的选择上与传统企

业不同，采用“先难后易”的市场进入策略，主要进入以欧盟、美国、日韩为代

表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最后比亚迪公司在不同的目标市场上应

用了不同的进入模式。在美洲以出口和直接投资的方式“跨越式”进入市场；在

欧洲以出口和战略联盟的方式“渐进式”进入并巩固其新能源汽车市场；对亚太

市场拓展较晚，也采取了直接出口与战略联盟的方式。以上三个方面呈现出比亚

迪清晰的国际化路径，即第一步，通过新能源商用车的出口率先进入国际市场；

第二步，扩大品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借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上推出高性价

比的新能源乘用车；第三步，以投资建厂和战略联盟的形式进一步巩固比亚迪新

能源汽车在国际上的地位。清晰合理的国际化路径选择也使得比亚迪的国际化布

局取得了更大的成效。

在理清比亚迪国际化路径的基础，本章从创新能力、利润率和国际化程度三

个角度测评其国际化效果。发现：首先，由于国际化给比亚迪带来了创新的驱动

力，所以比亚迪在产品研发、人才投入上的费用高，这些投入能较为有效的转化

为资本，说明其创新能力强，比亚迪拥有的电池、电机核心技术在整个行业中都

具有绝对优势。其次，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行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比亚迪的

利润率水平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由于其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新能源汽车产品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38

在国际上备受好评，使得比亚迪依旧能够实现逆势增长。最后，比亚迪的国际化

程度整体来看指数偏低，仅为 8%左右，但长期数据可以发现，其 TNI 指数保持

平稳增长。尽管比亚迪的国际化进程起步比较早，但其国际化程度并没有表现出

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是因为比亚迪资本上的劣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比亚迪的从

进入汽车市场就开始的低价策略，使得其在国际上的形象价值和国际知名度都不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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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比亚迪与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的对比分析

特斯拉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先锋，在过去的十七年里，一直处于行业的中心

位置，其市值已经超过了通用，福特。特斯拉以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和强大的市场

营销实力，在中、高档纯电动汽车行业中，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形象。本章

对比亚迪与特斯拉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试图找到二者在国际化进程中存在

的差异，给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5.1 特斯拉国际化路径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尤其看重于技术和资本的支撑。而特斯拉在融资、自主

创新、合作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特斯拉于 2003 年在美国加州硅谷

创立，主要从事高性能电动车的研发和销售，并为美国的第三方提供代工生产。

如表 5.1 所示，特斯拉在 16 年的成长和发展中，已经从一个谷歌极客创立

的小公司蜕变为一个全球性的汽车制造商，它在全球主要的汽车市场都有销售和

充电网络，其产品甚至可以与传统的豪华车品牌相媲美，并且在智能驾驶、电机

电控等方面建立起全球领先优势。

表 5.1 特斯拉发展历程

年份 具体事件 事件类型

2003 年 特斯拉公司正式成立 创立

2004 年 马斯克出资入股 融资

2005 年 与莲花汽车公式签署生产合约 创新

2007 年 特斯拉与奔驰合作投入研发 创新

2007 年 Roadster 产品发布 产品发布

2008 年 Model S 正式发布，售价 5万美元起 产品发布

2009 年 美国能源部提供 4.65 亿美元贷款 融资

2009 年 开始布局能源业务 业务拓展

2010 年 IPO 顺利完成 融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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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第二次增发股份获得 1.72 亿美元 融资

2011 年 Model S 开始交付，发行 Model X 产品发布

2012 年 再次发行企业债 融资

2013 年 Model S 在挪威交付，进入欧洲市场 市场扩大

2013 年 Model S 在华发售，正式进入中国 市场扩大

2014 年 发布大众亲民车型 Model 3 产品发布

2015 年 发布奢华版 SUV 车型 Model X 产品发布

2017 年 发布升级版 Roadster 以及电动卡车 Semi 产品发布

2017 年 Model 3 首批交付 30 辆 市场扩大

2018 年 发布 Model Y SUV 车型 产品发布

2019 年 上海超级工厂正式动工 产能扩大

2019 年 11 月，进军新能源商用车领域，发布首款电动皮卡 Cybertruck 产品发布

2020 年 在中国新能源政策补贴下，中国制造 Model 3 降价 10% 市场拓展

2021 年 中国制造中型 SUV Model Y 正式发售 市场扩大

2020 年特斯拉新能源汽车的全球销量达 49.96 万辆，排名世界第一，远超

比亚迪 17.92 万辆的全球销量。可以看出，特斯拉的国际化路径是成功的，但特

斯拉与我国企业相比又具有自己独特的产品特点与国际化经验，而这也是本文选

择特斯拉进行对比的原因。

5.1.1 特斯拉产品矩阵分析

特斯拉的产品以乘用车为主，商用车为辅，其中交付数量最多的四种新能源

乘用车分别问 Model X、Model S、Model 3 以及 Model Y。通过表 5.2 可以发现，

特斯拉主要以 Model 3 新能源乘用车进入市场。特斯拉的产品策略采用了“由奢

入俭”的模式。首先是面向少数群体推出高端新能源轿车，一方面是为了检验特

斯拉的技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打造自己的品牌。特斯拉于 2008 年发布了一款

全电动运动型汽车，售价为 109,000 美元。在 2012 年，Model S 和 2015 年 Model

X 的定价从 70,000 到 80,000 美元，相较于 Roadster 售价有所下调，而销量翻

了一番。随后在 2017 年，特斯拉又推出了一款价格低廉的大众车型， Mod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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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价格仅 35,000 美元。这款车型承载了特斯拉进入大众市场的最终目标，

也通过大规模量产进一步扩大了市场优势。

2017 年 Tesla Semi 纯电动半挂式卡车的发布，意味着特斯拉开启了在新能

源商用车市场的战略布局。但由于 Tesla Semi 对相关配套设施的要求较高，且

芯片缺失导致其供应链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 Tesla Semi 一直小批量交付，

甚至延迟交付。

表 5.2 特斯拉新能源汽车的产品矩阵

新能源车分类 系列 上市时间（年） 车系 定价（万美元）

乘用车

超豪华 2008 Roadster 10.9

豪华车 2012 Model S 7

豪华车 2015 Model X 8

大众系列 2017 Model 3 3.5

大众系列 2020 Model Y 4.5

商用车 电动卡车 2017 Tesla Semi 18

综合来看，特斯拉的产品矩阵主要有以下特点：以新能源乘用车为主，从高

端车型逐步转向大众车型，售价也逐渐亲民化。与此同时也开始在新能源商用车

领域进行布局，但目前暂时还处在起步阶段。

5.1.2 特斯拉目标市场分析

特斯拉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北美、欧洲和亚洲，从 2020 年销售量（详见表 5.3）

来看，特斯拉在世界范围内的新能源车销量为 49.3 万辆，在美国地区售出了大

约 20 万辆，占市场份额总数的 40.66%；而在中国的销售数量则是 14.79 万台，

占据了特斯拉 30.02%的市场份额。特斯拉在欧洲的主要销售市场为荷兰和挪威，

分别为 6.45%和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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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特斯拉新能源汽车 2020 年全球销量排名

销量排名 国家 2020 年全年销量（辆） 销量占比（%）

1 美国 200561 40.66%

2 中国 147997 30.02%

3 荷兰 31822 6.45%

4 挪威 20764 4.21%

其他 92179 18.66%

总计 100%

欧洲各国和中国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营商环境有较好的政策支持，这也是特

斯拉选择率先进入这些国家的原因。从 2020 年销量来看，特斯拉除了在本国进

行销售外，中国，荷兰，挪威也是特斯拉的主要销售市场。特斯拉在中国设立的

超级工厂使得 Model 3 和 Model Y 进一步降价，正因为如此，特斯拉在中国的

发展将会更加稳固。

5.1.3 特斯拉的进入模式分析

特斯拉的新能源汽车通过特许经营和在海外投资建厂的方式，向这些主要国

家市场进军。

（1）特许经营

特斯拉与传统汽车制造商的一大区别在于，特斯拉一直贯彻的“官网电商+

门店体验”模式。这种直营模式的优势很明显，一是价格统一透明；二是顾客可

以获得专业的服务体验；三是购物过程也很简单，不需要担心中间商专差价；四

是私人定制给顾客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正是因为如此，特斯拉才以较低的宣传经

营成本获取了成倍的的销售的成绩，也同时赢得了消费者的口碑和青睐。

时至今日，特斯拉在世界范围内共有 378 家产品展室和直营店，其中美国

144 家、欧洲 141 家、中国 52 家。其中特斯拉在中国的直营店和产品展室都位

于经济发展迅速城市的核心商业圈。

（2）投资建厂

当前，特斯拉在全球一共拥有四大超级工厂和一家重点汽车工厂，（如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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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美国弗里蒙特的工厂是特斯拉 Model S、Model X 和 Model 3 的主要汽车

生产基地，而位于布法罗的纽约超级工厂则承担了生产太阳能电板的任务。

由于中国新能源市场的需求旺盛，为了解决特斯拉在中国关税高、售价高

的问题，并进一步占领中国市场，2018 年特斯拉在上海组建超级工厂，主要负

责 Model 3、Model Y 和电池的生产。

特斯拉还在在德国柏林组建了第四个超级工厂，其任务主要是生产 Model 3、

Model Y 以及电池，并进行整车装配。

表 5.4 特斯拉汽车工厂产能及规划

工厂 产品 现有产能（台） 状态

弗里蒙特

Model X/S 90000 生产

Model 3 400000 生产

Model Y ———— 建设

上海 Model 3 150000 生产

Model Y 500000 生产

柏林 Model 3 ———— 建设

Model Y ———— 建设

美国

Tesla Semi ———— 建设

Roadster ———— 建设

Cybertruck ———— 建设

特斯拉称，该公司将在世界各地建造 10 到 12 个超级工厂。这些工厂的建

设缓解了美国工厂的生产压力，大幅提高了特斯拉的产能，为实现更大的交付

目标创造条件，也为特斯拉更好地进入国际市场铺平道路。

5.2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与特斯拉国际化路径的异同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和特斯拉在国际化路径上既有相之

处，又有着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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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相同之处

两者的相同点主要表现在：

（1）在产品矩阵上，二者都有着较为丰富的产品线，主要涵盖了新能源乘

用车和新能源商用车，能够基本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功能；

（2）在目标市场上，二者都先后跻身进入美洲市场、欧洲市场和亚太市场；

（3）在进入模式上，二者都采用海外市场投资建厂的方式。

5.2.2 不同之处

（1）特斯拉将重心放在了乘用车上，而比亚迪的国际市场则聚焦于商用车，

特斯拉的产品最初以中高端为主，定价较高，近年来逐步向大众市场拓展，而比

亚迪则以中、低端为主打，主要追求高性价比。

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较早提出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政策，但行业关注

的重点集中在乘用车上，而忽视了纯电动大巴这一商用车细分市场。比亚迪正是

利用这一机会，凭借传统汽车工业上的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将自己的高性能新能

源商用车产品带到欧美日市场，从而走出国门、提升自己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国

际市场的认可度。而特斯拉作为依托于 IT 理念的造车领域新势力，一经出现就

吸引了大批粉丝，富有设计感且个性十足的产品吸引了大批中高端消费者，所以

特斯拉最初便以乘用车来快速进入市场。

（2）双方的目标市场进入策略有所差异：比亚迪采取“先难后易”的策略，

先进入海外发达国家地区市场，再投入研发新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特斯拉先将重

点放在美国国内，再把业务扩展到欧洲和亚太地区。

比亚迪首先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是为了在新能源汽车国际高端市场的竞争中，

通过试水历练打击，把自身的技术打磨得更加精湛。由于欧美国家的汽车行业标

准很严格，所以比亚迪通过与发达国家新能源汽车行业和企业的交锋，能够更快

地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特斯拉则是想要利用其本土优势快速拓展市场，增

强其品牌认可度。

（3）二者进入市场的模式存在不同：特斯拉除了在海外设立工厂之外，还

采用了特许经营的模式，通过直营的方式销售产品，比亚迪则采用了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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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出口，二是战略联盟。

相对于特斯拉来说，比亚迪新能源汽价格上具有较大优势，且产品类型多样，

出口作为最直接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能够让比亚迪快速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

在技术方面，比亚迪掌握了全球领先的电池、电控、芯片等核心技术。但是由于

比亚迪大多数车型为低端产品，所以品牌知名度一直无法打开，在这种情况下与

国外的知名大型企业开展战略联盟的合作规划能有积极有效地为比亚迪拓展国

际市场提供动力。而特斯拉则是通过直接供货，减少了存货和资金的不必要消耗。

直营模式可以拉近与顾客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强企业的适应能力，以获取在市场

上的竞争优势。此外，由于其电动车属性，在维修端获利较少，特斯拉无法给经

销商提供期望的盈利模式，这也是特斯拉不得不选择直营模式的原因之一。

5.3 比亚迪与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国际化效果的对比分析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比亚迪与特斯拉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存在很

大的差异。本节将对比亚迪和特斯拉的国际化效果进行对比，分析二者在国际化

效果上是否也会呈现出明显的不同。

5.3.1 创新能力

从图 5.1 中可以看出，比亚迪和特斯拉在产品的研发费用上都投入较大，并

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态势。而且，特斯拉在新能源汽车上投入的产品研发费用明

显高于比亚迪，使得特斯拉在智能驾驶、电机电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这也

是特斯拉的产品销量更高的一个主要缘由。

图 5.1 2016-2020 年比亚迪和特斯拉研发费用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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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作为互联网背景下诞生的造车新势力，其在自动驾驶技术、电池管理

系统以及充电桩设施的研发都处于业内领先地位。

特斯拉在自动驾驶上具有明显优势，其中芯片技术至关重要。特斯拉汽车的

FSD 芯片极大地促进自动驾驶技术的成长成熟。特斯拉在自主设计和软件开发上

的成熟应用，为其综合提升自动驾驶性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斯拉在 BMS（电池

管理系统）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同时也在电池冷却、安全等领域拥有 140 项核心

专利技术。

在消费者购买电动车时，由于续航时间紧张、充电设备不方便等问题会极大

影响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而设立充电桩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特斯拉 V3 超

级充电桩最大容量为 250 千瓦。在超级充电站可以迅速充电，只需要数十分钟就

可以充满。特斯拉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超过 1000 个超级充电站，超过 30000 个超

级充电桩。特斯拉的超级充电站，将会极大地改善用户的使用体验，并增加用户

对特斯拉的忠诚。

综上所述，在新能源汽车这一新兴行业中，企业的长期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

在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中，比亚迪的研发费用投入一直排在前列，但与特斯拉相

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如何更好地优化产品，解决电动车在安全、续航、操控、

设计等方面的问题，提高自己的市场认可度是比亚迪接下来研发投入的重点。

5.3.2 利润率

从图 5.2 中可以看出，同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佼佼者，比亚迪和特斯拉近十

年来的营业利润率的变化情况截然不同。

比亚迪由传统的汽车企业向新能源汽车市场进军时，整个企业的营业利润率

受其影响相对较小，总体波动幅度不大，除了 2012 年和 2015 年出现了营业利润

率为负值的情况，其余年份都较为稳定。而特斯拉作为造车新势力的代表，其营

业利润率一直为负，这是由于他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需要投入巨大

的成本，大量的客户订单使得特斯拉的员工即便实行全天候倒班制，也难以提高

生产效率，超额的加班费用也给特斯拉的运营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负担。从图中

可以看出特斯拉近十年来出现了 3 次明显的营业利润率上升的情况：2013 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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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 Model S 上市，不仅在全球掀起了购买新能源汽车的热潮，还吸引了许多传

统汽车生产厂家对新能源汽车的兴趣，在世界范围内的销量达到 2.23 万辆；2016

年，Model S 和 Model X 的顺利交付，给特斯拉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2018

年 Model 3 创造的 14.4 万的交付量使得特斯拉在 2018 年的第三、第四季度开始

盈利，这也成为了特斯拉逐渐开始盈利的关键节点。整体来看，过去的这十年特

斯拉的营业利润率表现都不容乐观，但从趋势上来看，特斯拉超级工厂的建成、

产能的持续扩大、充电桩设施的不断完善、目标市场的日益拓展都将会给特斯拉

的长远发展带来更多的利好消息。所以特斯拉利润率的上升态势与其在产品创新、

目标市场选择以及进入模式三个方面的调整有着直接关系。

面对竞争对手如此迅速的崛起，以及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补贴的大幅减少，比

亚迪势必需要优化自己的发展战略，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图 5.2 2010-2020 年比亚迪与特斯拉营业利润对比图

5.3.3 国际化程度

从表 5.5 中可以看出，2009 年特斯拉正式开始国际化，时间较短。2010-2020

年间，其国际化程度显著高于比亚迪，但 TNI 指数波动较大，说明其受国际因素

影响大。2012 年，跌至谷底，为 9.82%。随着 2012 年 Model S 的量产交付，这

一指数才在波动中缓慢上升，于 2020 年达到峰值 26.73%。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路径研究

48

表 5.5 2010-202 年特斯拉 TNI 指数变化

年份 FSTS FATA FETE TNI

2010 年 64.14 2.92 9.81 25.62

2011 年 46.52 1.74 10.43 19.56

2012 年 16.55 2.14 10.78 9.82

2013 年 26.53 2.63 11.46 13.54

2014 年 53.98 5.53 13.50 24.34

2015 年 51.62 8.34 14.10 24.69

2016 年 39.99 4.23 12.30 18.84

2017 年 47.09 4.81 16.68 22.86

2018 年 30.71 4.89 17.35 17.65

2019 年 48.52 5.38 18.12 24.01

2020 年 55.36 5.76 19.08 26.73

数据来源：特斯拉年报

将特斯拉与比亚迪的国际化程度数据整合在一起，从图 5.3 中可以看出：

比亚迪的 TNI 指数在最近几年一直稳定在 10%左右，虽然还不到特斯拉的一半，

但它的波动比较小，也比较稳定。比亚迪虽然从较早时期就开始了国际化布局，

但整体来看，与特斯拉的国际化程度并没有太大的差距，这主要是因为比亚迪在

资金上具有劣势以及它的低价策略，这使得它在国际上的形象价值不高、品牌知

名度都很低。

图 5.3 2010-2020 年比亚迪与特斯拉的 TNI 指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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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一章中的表 4.4 对比可以发现，比亚迪与特斯拉 TNI 指数有明显差距的

主要原因是比亚迪的 FATA 指数与 FSTS 指数都相对较小，表明比亚迪海外资产以

及海外销售的比重较小。由于目前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的目标市场暂时以中国为

主，那么如何扩大其在海外的经营规模并提高新能源乘用车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成

绩，则是比亚迪提升自己国际化程度所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5.4 本章小结

造车新势力特斯拉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导者，其自身的产品市场竞争力

强，目标市场广阔、采用了独特的进入模式，与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化路径

上的差异对比如下：

（1）从比亚迪和特斯拉两家公司的产品矩阵来看，比亚迪的产品类型多，

但缺少亮点，只能依靠性价比优势来吸引顾客。而特斯拉虽然在售的产品种类少，

但是每一款产品都极具特点，无论是在外观设计、科技含量还是品牌效应上，相

较于亚迪新能源汽车都具有明显优势。

（2）从比亚迪和特斯拉两家公司的目标市场来看，比亚迪公司为突破发达

国家的技术壁垒，从而有效地避免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威胁，进而能够抢先一步占

领市场，采取了“先难后易”的策略，把重点放在了发达国家。而特斯拉则选择

先在其国内市场迅速扩张，获得绝对优势后再转向国际市场，这种做法可以尽可

能地降低特斯拉进入国际市场的风险，将自身的收益最大化。

（3）通过比较特斯拉和比亚迪的进入模式，可以看出，比亚迪进入发达国

家市场基本上基于投资建厂的方式。相比之下，特斯拉在运营初期，采用的是特

许经营的方式，这种做法既能节省大量的资金，又能为自己的核心技术提供保护。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不仅在国际化路径上与特斯拉有较大的差异，在国际化效

果上二者也有明显的不同，具体如下：

（1）在创新能力对比上，比亚迪拥有着全产业链布局、“刀片电池”以及高

水平科研团队的绝对优势，与国内新能源汽车企业相比，其研发费用投入处于前

列，但与在自动驾驶、设计和操控方面遥遥领先的特斯拉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整体来说，二者在创新能力上的对比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各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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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利润率的对比上，即便是受到全球经济以及行业竞争的压力，比亚

迪始终保持着平稳的利润率水平。而特斯拉的营业利润多次出现负值，表明其在

经营过程中收到的生产以及资金等方面的压力大，但由于特斯拉的全球销售规模

逐年递增，品牌影响力大，所以未来特斯拉的利润率也呈现出上升的态势。

（3）在国际化程度的对比上，比亚迪虽然较早地进入国际市场，但与特斯

拉相比并未呈现出明显的优势，即便比亚迪的 TNI 指数波动浮动较少，但由于营

销策略导致的品牌影响力较差，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尚未在国际市场有明显成绩，

所以在数值上却不足特斯拉的一半，这也是比亚迪未来亟须优化和解决的问题。

通过本章比亚迪与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在国际化路径以及国际化效果两方面

的对比发现，与新能源汽车行业领头羊特斯拉相比，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

路径还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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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的优化建议与启示

6.1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的优化建议

比亚迪目前的状况是，商用车业务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但其乘用车

业务如果脱离中国市场，仍需不断提高竞争力。目前我国乘用车市场仍处于发展

的困境，其关键问题是品牌影响力低、企业目标市场策略不清晰、市场竞争能力

较差。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6.1.1 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随着消费者需求不断出现的复杂变化，品牌必须努力发掘潜在市场，才可能

收获自己的忠实客户。与此同时，我国汽车消费者需求正变得愈发严苛，购车前

的品牌选择也更加聚焦，这意味着品牌找到“容身之地”将变得十分困难。虽然

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业务在 13 年内迅速发展，整体实力也得到了提高，但与特

斯拉相比，比亚迪目前所面对的最大挑战还是在于品牌的上升。特斯拉从制造火

箭、跑车转型到制造新能源汽车，给消费者带来的心理预期是极高的，比亚迪应

该借鉴特斯拉的营销模式，制造可以提升自身品牌价值的产品，从而吸引更多的

中端消费者，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目前，比亚迪在汽车行业中的地位依

然很低，面临着以蔚来、理想为代表的新兴汽车企业以及传统汽车企业所推出的

高端汽车品牌，比亚迪还通过一定的营销策略提升自己的品牌影响力。

6.1.2 完善乘用车海外营销网络，制定明确的海外市场战略

首先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维护网络，为顾客带来高效的售后服务。同时，还应

与本地代理商合作，建立完善的维修网络，并保障全系配件的及时供应。此外还

需建立准确的信息反馈系统，来及时处理客户提出的反馈意见，从而高效解决客

户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改进产品和服务。在此基础上扩大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覆

盖范围，提高充电效率，解决顾客的充电顾虑。特斯拉对产品零部件的售后质量

保证以及对电瓶八年质保承诺都给了消费者极大的信心，同时，特斯拉在全球布

局了三万多的超级充电桩，为顾客解决了售后充电难的困境，这也是比亚迪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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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进一步拓展国际市场所亟须解决的问题。

其次，在目标市场的选择上，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企业必须抓住机会，选择

最有发展空间的国家和地区，而不是在缺乏品牌影响力之前，就盲目地进军成熟

市场。目前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在国内已经达到了一个发展新阶段，未来比亚迪

应该紧随其商用车国际化的路径，选择对比亚迪这一品牌认可度高的海外市场。

在其新能源商用车国际影响力的帮助下，加速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的国际化进程，

扩大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海外市场的规模，促进 FSTS 数值的增长，从而提升比

亚迪的国际化程度。

最后，在进入模式方面，以比亚迪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必须全面评估自

身的状况和市场动态，将产品精准地投入到潜在市场，从而找到最优的进入方式。

特斯拉在全球建成的超级工厂，是特斯拉在全球销量不断攀升的重要保障。比亚

迪新能源汽车在拓展国际市场的时候也应该借鉴特斯拉的进入模式，提前考虑到

市场需求及产能问题，从而将产品更准确的投入到国际市场中，为比亚迪创造出

新的营业利润率增长点。

6.1.3 加大产品创新投入力度

在产品矩阵的选取上，中国比亚迪等新能源汽车企业必须找到自己的核心优

势，避免盲目追求扩开速度。作为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翘楚，比亚迪也凭借其国

际化发展进程从侧面为市场中的造车新势力带来部分启示。在企业当下的拓展中，

与市场中造车新势力依托金融资本不同，比亚迪最重要的是借助其自我造血能力。

近年来囯内外泛起的诸多问题，都或多或少对汽车行业的发展环境造成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国目前呈现出的产业状况和政策走向，已经限制了企业单纯的产能

扩张和以往凭借地方政府支持所形成的新厂点建设。所以，比亚迪应重点考虑如

何通过创新手段来优化产业结构。例如，如何优化、加速已开工项目的建设内容

和进程，尽快获得市场效益回笼资金；如何提升现有生产企业的产能，为参与市

场竞争打好基础；如何利用好自身优势进行合理布局、配备面向行业和国际的综

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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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国际化的启示

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已经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与此同时，清

洁化、智能化的目标也使汽车行业也在持续加速转型，政策支持、创新能力和规

模效应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扩大领先优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小鹏、

理想、蔚来等新能源汽车公司纷纷崛起。

中国新能源汽车工业在全球化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中国新能

源汽车“走出去”的黄金时间被压缩，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品牌在国外的影响力相

对薄弱，核心技术和资源等都是依靠进口，这将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国际化

的障碍。基于比亚迪国际化路径选择的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建议：

6.2.1 制定 5-10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规划

如何抢占先机，建立技术领先优势，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走向世界所亟

须解决的关键任务。因此，必须将新能源汽车国际化纳入国家战略，制定 5-10

年的产业发展规划，加速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不断发展，并从国际视野出发，逐步

推进。同时，要为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提供指导，推动高质量技术的研发，真正

实现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发展。

6.2.2 扶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向国际发展

鼓励一些优秀的公司加速“走出去”，用高科技的企业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的国际化进程。一方面要完善企业的自主创新机制，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

政策激励制度。对认定科技企业、拥有发明专利、设立研发中心等，要给予一定

程度的支持和鼓励。强化对新能源企业的研究力度，提高对高技术企业的扶持力

度，促进企业稳步成长，提升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竞争力，也进一步增强了

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过程中规避风险的能力。

6.2.3 搭建自主的全球化供应链体系 提升新能源汽车“走出去”实力

中国新能源产业要想获得高质量的发展，就必须建立完善一个独立可控的供

应链体系。要在创新链的基础上，加大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集群进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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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发的经济和政策保障，围绕实体经济建立配套的金融体系，为生产相关元件

的企业提供海外布局资金、法规指导等相关保障。在相关的关键零部件领域建立

大型跨国公司。

6.2.4 拓展国际经贸合作 带动企业互利共赢

中国汽车公司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最初单一的整车

产品出口，到如今在国外投资建厂、设立研发中心等国际化战略布局。积极拓展

东南亚以及欧洲的新能源领域市场。借助“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促进中国新

能源汽车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加强与国外市场的政策、策略沟通，提升中国新

能源汽车在全球汽车行业中的话语权。

6.2.5 制定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全球化自我保护的防御机制

知识产权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它可以为企业在全球范围

内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也可以保障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实

现稳步发展。本文认为，应加强中国汽车品牌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其对国际市

场政策法规的了解。通过借鉴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设置专业规范的知识产权保

护管理机构，发展培养熟练掌握相关国际法规专业知识技能的人才，建立健全新

能源汽车国际化自我防范保护机制，明确适合企业的国际化路径，从而推动中国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国际化发展。

6.3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针对前文中分析得出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的不足之处

提出了在提升品牌影响力、明确海外市场战略以及增加创新投入三个方面的优化

建议。与此同时，还基于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国际化路径的选择，为中国新能源汽

车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提出了制定发展规划、提升创新程度、增强企业硬实力、促

进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完善相关专业规范五个角度的发展建议，以供国内相

关企业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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