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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美丽中国建设的推进和对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重视，新

能源汽车行业作为新能源经济的关键组成部分，其发展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该

行业在初期研发阶段面临巨大的投资需求，同时在市场推广和电池等关键耗材供

应方面也存在挑战，这些问题均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持续发展构成限制。为此，

政府每年通过提供数千亿的补助来支持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这些补助对行业的成

长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长安汽车作为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其受

政府补助影响下的财务绩效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首先梳理了新能源汽车背景下国内的政府补助政策，综述了国内外关于

政府补助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成果，对理论基础，包括政府补助机制进行了阐述。

然后介绍了案例公司长安汽车，并分析政府补助对其的影响与作用。分析过程如

下：运用 DEA 模型分析 15 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2018—2022 年的财务数据，综合

评估长安汽车对政府补助的使用效率；同时，结合长安汽车近五年的财务报告，

通过比较分析剔除政府补助前后的各类财务指标，具体分析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

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的影响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的综合财务绩效具有积极的影响，且在

政府补助退坡时，长安汽车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依赖性；政府补助在促进企业长期

发展、缓解资金压力、提升核心竞争力、传递利好消息以及激励技术创新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政府补助对于改善长安汽车现金流方面效果不明显。这表明企

业在发展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方向，制定积极有效的战略，如

提升自主经营水平和研发能力。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为企业和政府提出相

关对策和建议，旨在为企业战略制定提供指导，同时提高政府补助的利用效率。

关键词：政府补助 长安汽车 新能源汽车 财务绩效 DEA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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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and the emphasi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new energy vehicle (NEV) industry, a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new energy economy, has become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industry faces substantial

investment requirements during its initi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hase, along with challenges in market promotion and the supply of

critical materials such as batteries, all of which impose limitations on the

sustained growth of the NEV sector.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e

government provides billions of subsidies annually to support NEV

produc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ing the industry's growth. As a leading

domestic player in the NEV industry, Changan Automobile's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fluenced by government subsidies holds significant

research value.

This thesis first outlines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omestic NEV industry and reviews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It also elaborates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cluding

th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Subsequently, it introduces the

case company, Changan Automobile, and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ro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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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bsidies on its performance. The analysis proceeds as

follows: the DEA model is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financial data of 15

NEV enterprises from 2018 to 2022, comprehensively assessing Changan

Automobile's efficiency in utiliz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Meanwhile,

combined with Changan Automobile's financial reports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various financial indicators before and after exclud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a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o specifically examine the impact

of subsidies on the company's profitability, solvency, operational

capability, and growth potential.

The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Changan Automobile's overall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the company does not exhibit significant dependence

when government subsidies decline. These subsidies play a vi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mpany's long-term development, alleviating financial

pressure, enhancing core competitiveness, conveying favorable market

signals, and stimul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improving Changan Automobile's cash flow is

not evident. This suggests that enterprises should closely align with

national polic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irections, formulating

proactive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such as enhancing independent

operation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thesis proposes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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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commendations for both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 aiming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orporate strategy formul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government subsidy utilization.

Keywords: Government subsidies；Changan Automobile；New energy

vehicle；Financial performance；DEA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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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1.1研究背景

（1）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背景

近年来，随着全球环境保护意识的日益增强和能源结构的持续优化，新能源

汽车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在推动

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展现出了坚定的决心和强大的市场潜力。

如图 1.1 数据显示，近两年我国汽车电动化发展呈现出加速态势。2021 年，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354.5 万辆和 352.1 万辆，同比均实现了 1.6 倍的高速

增长，标志着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从导入期正式迈入成长期。这一增长趋势在

2022 年得到了进一步延续和强化。据统计，2022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

达到 705.8 万辆和 688.7 万辆，同比增长了近一倍，连续 8 年位居全球第一。这

一骄人的成绩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制造实力和市场接受度，也为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推动。

图 1.1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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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长安汽车作为我国汽车行业的重要代表之一，其在新能源汽

车领域的发展策略和财务绩效表现引起了广泛关注。长安汽车在积极响应国家新

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同时，不断加大在新能源技术研发和产品布局上的投入，推

出了一系列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能源车型。同时，长安汽车也充分利用政府补助

等政策资源，优化自身财务结构，提升经营绩效。

因此，本文旨在深入研究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影响，通过分析长

安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战略、政府补助的利用情况以及财务绩效的变化

趋势，为长安汽车及类似企业在新能源汽车时代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同时，为政府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提供参考，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

可持续发展。

（2）新能源汽车政府补助相关政策

根据国务院以及国家部委发布的文件整理出我国新能源汽车政府补助政策

的发展历程，如图 1.2 所示，可概括为四个阶段：启动推广期、爆发增长期、精

准扶持期和后补贴时代。

从 2009 年开始，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行业大力扶持，并落实补助资金。2009

年至 2012 年是启动推广期，政府主要推进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启动了“十城千辆”

示范工程，并颁布了系统规划发展路径的报告。此阶段，虽然技术尚待研发，生

产线以燃油车为主，但政府已开始对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动汽车给予补助。

2013 年至 2015 年进入爆发增长期，技术创新和生产力迅速提升。政府继续

依托示范城市推广新能源汽车，并给予消费者政府补助。然而，此阶段也暴露出

企业骗补、虚报里程数等乱象，以及配套设施不足的问题。政府开始注重相关配

套设施的建设，为新能源汽车公司的发展提供支持。

2016 年至 2018 年是政府补助的精准扶持期，政府逐步严格和细化了新能源

汽车的补助标准。在此期间，政府发布了一系列行业标准，包括规定了动力电池

的能量密度标准。国家的补助政策开始引导新能源汽车企业向能量密度、续航里

程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定增长。

2019 年至今，新能源汽车进入后补贴时代。政府继续提高新能源汽车续航

里程和能量密度的要求，同时逐步减少补助额度。2023 年，政府发布公告延续

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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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已基本普及，基础设施逐渐完善。预计政府将

逐步取消财政补助政策，转向市场和政策双驱动的发展模式。这一转变将促进新

能源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图 1.2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主要政府补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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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补助详情

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政府补助政策多角度支持产业发展，按用途分为鼓励

研发补助和应用推广补助，按作用环节则覆盖生产、消费及配套设施。生产端补

助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保护知识产权和设立研发基地；消费端补助则通过价

格优惠、免征购置税及电费补贴等方式降低用户成本。

表 1.2 2018—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补助资金拨付情况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金额（万元） 544,297 1,018,501 467,473 2,224,085 2,993,568

数据来源：整理财政部公布的文件数据

近年新能源汽车行业接受的推广应用补助规模如表 1.2 所示。根据财政部统

计数据得知: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推广应用补助呈逐年上升趋势，补助金额巨大，

十年来总补助金额超千亿元。2019 年政府补助金额首次突破百亿元，高达 101

亿元，增幅达到了 87%；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补助的总金额缩减为 46.7

亿元；2021 年补助的金额达到了 222 亿元,相较于 2019 年增幅高达 118.4%，平

均每家公司获得 3.04 亿元，2022 年补助金额达到 299 亿元，增幅达到 35.6%。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1.2.1 研究目的

新能源汽车行业作为绿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

补助在该行业的成长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的逐步成熟

和政策的调整，政府补助的退坡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企

业要更为有效地利用政府补助，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竞争力，而政府补

助如何结合企业自身状况来发挥最大效应，是新能源汽车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文选取长安汽车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旨在深入剖析政府补助对其财务绩效的影

响及作用机理。通过详细分析长安汽车的财务状况、经营情况以及政府补助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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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情况，本文旨在揭示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实际影响，以及企业在政府补

助退坡背景下的应对策略。同时，本文也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为其他新能源汽车

企业在政府补助利用和财务绩效提升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2.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政府补助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相关理论。通

过深入剖析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揭示了政府补助在企业成

长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企业在利用政府补助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这一研究不

仅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政府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

补助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此外，本文的研究方法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通过结

合案例分析和数据分析的方法，更为全面、深入地揭示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财务

绩效的影响。这一研究方法的应用不仅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后续

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借鉴。

（2）现实意义

本文的研究对于处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

先，通过深入了解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影响，企业可以更有效地利用

政府补助资源，提升自身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竞争力。其次，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

企业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经营战略提供了指导。在政府补助退坡的背景下，企业

需要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对于政府而言，本

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了解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影响

及作用机理与路径，政府可以更为精准地制定补助政策，提高补助资金的使用效

率。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政府评估补助政策的效果提供了依据，有助于政

府更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和调整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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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文献综述

1.3.1 政府补助动因研究

新能源汽车行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其政府补助的动因一直是研究的热点。

国外学者如 Hardman（2018）指出，新能源汽车由于高额的制造成本在市场竞争

中处于不利地位，政府补助可以有效地缓解这一成本压力，提升市场竞争力。

Gillian Harrison（2017）从长期和短期两个角度分析了政府补助的影响，认为补

助不仅有助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长期稳固增长，还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市场份额。

Noriaki、Sakamoto（2019）认为政府所制定的扶持政策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推广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政府补助政策的出台有助于新能源汽车在

市场上得到更高的接受度与使用率。

国内研究方面，熊勇清和王溪（202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于为达到促进

企业的渐进式创新这一目的来说，扶持政策比门槛政策更有效，这表明政府补助

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潘虹（2018）研究发现，企业

在获得政府补助后，可以通过是否利用递延收益进行盈余管理。张洪刚（2014）

提出政府通过实施补助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做法是积极且正面的。

其目的在于推动当地经济、提高地方就业率，并激励企业进行创新。

这些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在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促进企业创新以及稳

定社会经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3.2 政府补助效应研究

在政府补助效应方面，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Van Tongeren F

（2018）通过多个现实的案例研究，发现政府补助资金的流入能够提升企业的创

新积极性，进而提升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Czamitzkietal（2017）通过实践调研

发现，政府补助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积极意义。Hinloopen（2017）比较了

国内外受补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发现中国企业在获得补助后研发积极性更高。

Bjorn Aiecke（2018）发现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和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这是基于对几十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这一发现为政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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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提供了实证支持。Doyle J 和 Greer I（2017）在综合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也同样的提出了政府补助与企业高质量的产出能力之间的正向

反馈关系，强调了政府补助在推动企业创新和提升竞争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为相

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和提升创新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内学者针对新能源汽车行业中政府补助的积极效应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以

王雨、陆培军和陶明（2020）为例，他们在全面回顾新能源汽车发展历程及政策

演变的基础上，探讨了价格类补助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增长的显著推动作用。

此外，李国栋等人（2019）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政府补助在提升新能源汽

车市场占有率和促进产销量增长方面的有效性，他们认为补助资金和扶持政策共

同作用于新能源汽车行业，对产销量和市场份额的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刘相锋

（2018）在其研究中发现，对于给予客户的需求端补助，短期内这类补助比起供

给端的补助更能有效刺激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率。闫丽霞（2023）研究发现，政府

补助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还通过刺激研发投入间接影响。以上学者的研究可

知，政府补助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

力支持。然而，也有学者对政府补助的效应持不同意见。高秀平等（2018）指出

资金补助与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各不相同，短时间内资金补助无法改

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这表明政府补助的效应可能因企业类型、补助方

式等因素而有所差异。

1.3.3 政府补助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关于政府补助对新能源汽车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统一

意见。部分国外学者认为长期补助政策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效果并不显著

（Gillian Harrision 等，2017），而短期补助政策则效果明显。这表明补助政策的

时效性和持续性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性。Zawalinska 等（2018）利用

CGE 模型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的获利能力、研发活动以及最终财务绩效均

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如 Beeson Wainstein（2019）认为

政府补助的流入会给企业带来负面作用，会导致企业过度依赖补助而忽视经营中

的实际问题，反而会降低企业的财务业绩和资本规模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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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研究方面，学者们的观点也存在分歧。苏蕊芯和陈艾薇（2023）通过产

业链的视角分析，发现政府补助有利于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刘潇（2020）通过研

究发现政府补助提升了宁德时代的财务绩效与投资能力。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政府

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有限或存在负面影响。李绍萍等（2018）认为政

府补助有助于培育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潜在发展能力。然而，尽管政府补助的积极

影响在多个研究中得到了确认，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政府补助

在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方面的作用并非绝对，其效果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例如，

胡宜挺等（2017）指出，企业自身治理能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政府补助的效果，

治理能力较强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政府补助提升绩效。同时，陈旭东等（2019）

的研究也发现，对于科创板上市公司而言，政府补助对其后续经营和当期绩效的

提升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与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风险有关。此外，吴

蓓蓓（2018）的研究表明，尽管政府补助未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但它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企业的偿付能力，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王琴英和王杰（2021）在深

入探讨政府补助的效应时，明确指出其存在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政府补助会让

企业陷入严重依赖中，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产能利用率。这一观点提醒我们，

在制定和实施政府补助政策时，需要更加审慎地考虑企业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以

确保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1.3.4 文献述评

在探讨政府补助的动因方面，国外学者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主要观

点聚焦于推动行业发展、激励企业研发活动以及稳定社会经济等方面。这些动因

不仅揭示了政府补助的多元目标，也反映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效

应研究上，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出发，包括行业、企业及区域等，得出了多样化的

结论。一部分研究强调，评估政府补助对企业的影响时，不能仅仅局限于财务报

表的分析，更应全面审视其对企业整体运营的长远影响。而另一部分研究则通过

深入剖析企业的财务能力，发现政府补助虽能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企业的盈利、偿

债、营运及成长能力，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效应并不总是显著的。此外，对于处

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特定行业属性的企业，政府补助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也存在

显著差异。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倾向于运用多种理论评价工具，如 E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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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记分卡和层次分析法等，以更全面地评估政府补助的效果。然而，现有的国

外研究在政府补助对具体企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影响方面仍显不足，且

主要集中于宏观的国家层面，对企业层面的深入研究较为缺乏。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了更为综合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他们普遍认为政府补助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然而，也有学

者指出，在实施政府补助政策时，应更加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公平性，同时建

立完善的管理和评价机制，以确保补助资金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此外，部分国

内研究还发现，虽然政府补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利润、提升短期盈利能

力，但对于企业盈利持续性的贡献并不总是显著的。同时，企业可能会对政府补

助产生依赖心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在研究

方法上，国内学者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但这种方法往往忽视了政府补助作

用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具体路径和机制。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政府补助的动因、效应以及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方面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然而，仍存在一些研究空白和不足之处，如对

新能源汽车补助退坡的企业层面研究相对缺乏、对政府补助具体作用路径的深入

探讨不足等。因此，本文选取长安汽车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旨在深入研究政府补

助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具体作用路径。通过研究，本文期望能揭示政府补助在

企业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机制，为相关政策制定和企业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4 研究内容及方法

1.4.1 研究内容

本文以政府补助下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研究为主题，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及我国政府补助政策的变动为背景基础，研究长安汽车的政府补助与其财务绩效

的关系。本文的技术路线图如 1.3 所示，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梳理了国内外的相

关文献，从政府补助的动因、政府补助的效应和政府补助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三个

方面进行文献综述，并对归纳出的文献进行述评；指出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对本文中的政府补助、财务绩效进行概念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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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从资本类和收益类两个方面分析了政府补助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介绍了

本文的理论基础，即外部性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及信号传递理论。

第三章为长安汽车政府补助的具体情况介绍。主要介绍长安汽车概况以及近

年来政府补助资金获取的基本情况；对长安汽车公司简介、获补原因、获补规模、

获补类型以及具体获补情况进行介绍与分析。

第四章为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影响。第一部分，基于 DEA 模型

分析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的财务绩效影响。首先分析 DEA 模型及其适用性，选

取 DEA 指标体系，整理新能源汽车行业龙头共 15 家企业 2018—2022 年的相关

数据，通过 DEA 模型的计算方法，从纵向与横向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第二部分，

基于传统维度分析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的财务绩效影响。整理长安汽车近几年通

过年报公开披露的相关数据并计算财务指标，从长安汽车盈利、偿债、营运和成

长这四个方面出发，分析剔除政府补助前后各项指标的差异。

第五章为政府补助提升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建议。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从

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对长安汽车更有效的利用政府补助提出相关提升建议。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总结全文的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其次指出研

究中的不足以及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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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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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研究方法

（1）案例分析法

本文根据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具有代表性、近十年获取政府补助金额较大、实

际市场份额较大、具有央企背景的长安汽车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收集长安汽车

2018—2022 年的财务数据。本文将数据剔除政府补助前后的各项能力指标进行

纵向对比，以揭示政府补助对企业内部财务绩效变化的直接影响。同时，与行业

均值进行横向对比，进一步分析政府补助在行业整体背景下的作用效果。通过横

纵向的对比分析，结合新能源汽车行业背景以及长安汽车的经营状况、获得的补

助规模，探讨政府补助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

（2）DEA（数据包络法）

为了更全面地评估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本文还采用了 DEA（数

据包络法）进行分析。通过收集包括长安汽车在内的十五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2018

—2022 年的财务数据以及计算 DEA 模型需要用到的财务指标，运用 DEA 模型

对政府补助给企业财务绩效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DEA 模型能够有效地

评估接受政府补助后的企业对政府补助的使用效率，以及企业综合财务绩效的表

现，并基于 DEA 分析的结果，总结出相应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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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作为一种经济政策工具，是政府为了支持企业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和增强市场竞争力而无条件提供给企业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是以货币形式，也

可以是非货币形式。在我国，政府补助主要有财政津贴、研发补助和政策性补助

等方式。这些补助旨在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研发能力、扩大市场份额或

应对特定的市场挑战。企业在接受政府补助时，需要遵循相关的会计准则和规定，

将补助资金正确地分类和处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收益

相关的两类。前者直接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后者仅是会计

处理方式不同，要先通过“递延收益”这一科目，在相关资产投入使用并折旧或

摊销分配成本费用时，再从“递延收益”转入当期损益中。

本文特别提到了应用推广型政府补助，这是政府为了鼓励新能源汽车企业推

广新技术、新产品或新服务而提供的一种补助形式。这种补助旨在帮助企业降低

市场推广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2.1.2 财务绩效

在学术界，对于如何界定和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

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传统的会计指标如收入、利润等虽然易获取且具有可

比性，但可能受到会计准则和盈余管理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指标如股票价格、市

盈率等则反映了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但受到市场情绪和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影

响。为了更全面、准确地评估企业的财务绩效，一些权威的方法被提出并广泛应

用。其中，杜邦分析法通过分解净资产收益率来深入评估企业的盈利能力、营运

能力和偿债能力；而哈佛分析框架则结合了战略、会计、财务和前景四个维度，

提供了全面的评价视角。而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成长能力这四个方

面的指标被广泛认为是评价企业财务绩效的关键指标，这些指标能够全面反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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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综合绩效评价作为一种科学的企业评估方法，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数学统计和运筹学原理，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全面评估企业在上述各方面

的表现。这种评价方法有助于企业更准确地识别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为制定有效

的战略决策和日常管理策略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它也为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提

供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企业财务信息，有助于他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在政府补

助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DEA 方法能够全面评估政府补助投入与产出

之间的有效性。

本文研究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影响，选取数据包络分析法作为综

合财务绩效的评价方法、各项财务能力指标来具体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

2.2 政府补助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

2.2.1 资产类政府补助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

（1）促进企业长期资产的形成。

钟玮（202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引导企业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有助

于增加企业的长期价值。企业利用资产类政府补助购置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改善研

发环境，吸引更多的优秀研发人员加入，提高研发成果的质量和数量；同时企业

通过这类补助加大厂房投资建设，提升企业整车产品制造能力，进而提升企业的

长期资产。这类补助一般是专项资金，运营周期较长。

（2）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获得资产类政府补助可以向市场释放出重要的信号，增

强投资者对于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期，提升市场投资者的信心，进而提升企业融资

状况；对于企业财务绩效而言，资产类政府补助增加了资金持有量，缓解了企业

的资金压力。

（3）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企业通过获得资产类政府补助，可以加大在核心技术、品牌建设、市场营销

等方面的投入，进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些长期资产的投入有助于企业建

立起独特的竞争优势，提高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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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收益类政府补助对财务绩效的作用机制

（1）企业现金流的改善

收益类政府补助能够直接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入，有助于改善企业的现金流状

况。这种现金流入可以作为企业运营资金的重要补充，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优

化企业的财务管理，降低财务风险，为企业的稳健发展提供保障。

（2）传递利好信息

收益类政府补助的获得向市场传递了企业受到政府支持和认可的信号，这种

信号传递效应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形象和声誉，增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和投

资热情。这种利好信息还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估值和融资能力，为企业的快速

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3）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庇古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提到的外部性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产权意识

薄弱和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企业的研发创新成果往往面临被其他企业“搭便车”

的风险，长此以往企业对研发创新的原生动力会大大减弱。收益类政府补助为新

能源汽车企业带来希望，专项支持其研发创新，有效减轻经济压力、降低风险，

并激励核心技术投入（Arrow, 1962）。这有助于企业更专注技术创新，突破关键

难题，提升研发效率和质量。

综上所述，政府补助的作用机制如图 2.1 所示：

“点对点”：提升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的投资能力、提高企业的利润总额；

“点对面”：提升企业的科研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扩张企业的资产规模。

图 2.1 政府补助作用机制

资产类政府补助 点→点→面

企业财务绩效

收益类政府补助 点→面

外部性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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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政府补助，企业可以实现利润增加和资产规模扩大，并根据补助调整发

展战略，这对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和成长能力都具有正向激励

作用，影响着企业的财务绩效。

2.3 理论基础

2.3.1 外部性理论

马歇尔最早提出了“外部性”的概念，而后经过庇古等人的延伸和发展，外部

性理论逐渐在经济学领域占据重要地位。外部性可以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正外部性指的是某些经济主体的活动使其他经济主体受益，但后者无需为此支付

报酬的现象；而负外部性则是指某些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造成损害，

但前者并未对此承担成本的现象。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正外部性表现得尤为明显。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使用

带来了显著的环保效益，如减少碳排放、改善空气质量等，这些环境改善是全民

共享的。然而，新能源汽车公司在研发创新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资本，并承担技

术泄露或被仿制的风险，这可能导致企业利益受损。这种利益外溢而成本自担的

现象，正是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外部性的体现。为了弥补这种市场失灵，政府的鼓

励和扶持显得至关重要。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财政补助、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激

励新能源汽车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从而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同

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技术侵权行为，保护企业的合法权

益，进一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行业也存在负外部性问题。由于新能源汽车技术尚未

完全成熟，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导致大部分汽车制造企业更倾向于生产传统燃油

车。传统燃油车的大量使用会继续加剧环境污染，这种污染成本是由全社会共同

承担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如提高排放标准、征收碳

税等，以降低负外部性对社会的影响。同时，政府还应加大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研

发和推广的支持力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逐步替代传统燃油

车，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因此，外部性理论为政府补助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应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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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通过合理运用政府补助这一政策工具，可以有效调节市场行为中的个人成

本和社会成本间的差距，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双赢。

2.3.2 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理论起源于欧洲，并在 1980 年代后逐渐影响全球。这一理论强

调了除股东以外，其他与公司经营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个体或群体的重要性。这些

利益相关者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员工、供应商、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

在传统的企业经营观念中，股东利益往往被放在首位。然而，利益相关者理

论提出了一种更广泛的视角，认为企业的成功不仅取决于股东，还取决于所有利

益相关者的参与和贡献。这些利益相关者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支持，

还承担了企业的部分经营风险。

政府部门在利益相关者中具有特殊的地位。除了作为监管者确保企业遵守法

律法规外，政府部门还通过制定政策和提供公共服务来影响企业的经营环境。因

此，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创造有利市场环境以及明确各方权利与职责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平衡各方利益，以实现整体效益

的最大化。这意味着企业不仅需要关注股东的利益，还需要关注员工、供应商、

消费者以及社会的整体利益。通过平衡各方利益，企业可以建立更稳固的合作关

系，提高品牌形象和声誉，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持久的竞争优势。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尤为重要。这个行业涉及到众

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零部件供应商、消费者、充电设施提

供商以及政府部门等。为了实现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各方需要紧密合

作，共同推动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拓展。政府部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提供必要的支持来引导和促进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

展。同时，其他利益相关者也需要积极参与到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应用中来，共

同推动这一行业的繁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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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信号传递理论

信号传递理论起源于 Pettit 的研究，他率先提出了股利信息在市场中的反应

机制。Pettit 认为，企业管理层掌握着外部投资者所无法直接获取的重要内部信

息，因此，投资者只能依赖于管理层传递出的信号来评估企业的价值。在这种情

境下，管理层所选择的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成为了一种向市场传递内部信息的重

要手段。

米勒后来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明确提出了股利分配的信息含量假说，从

而深化了我们对信号传递理论的理解。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宣告利

润、股利和融资等方式，向外部世界传递关于其内部状况的信号。

在研究新能源汽车政府补助时，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研发相关的政府补助

还是推广应用的政府补助，都会对企业的财务报表产生显著影响。这些补助为企

业带来了资金，使其能够投资于研发项目。当外部观察者看到政府向该企业发放

补助，并从企业收到补助的实际情况中得知这一消息后，他们会解读出政府支持

具有发展潜力企业的信号。这种信号传递效应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减轻信

息不对称给企业带来的融资压力，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融资机会。

此外，推广应用的政府补助会增加企业的营业收入，而研发相关的政府补助

则会形成企业的营业外收入或其他收益。这两者都会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向外

部投资者传递出企业盈利能力的积极信号。随着这些积极信号的释放，企业的股

票价值也有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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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安汽车政府补助的具体情况介绍

3.1 公司概况与历史发展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长安汽车），是一家特大型汽车企业，隶

属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该公司的发展历史可追溯到清末

洋务运动时期，其前身是 1862 年由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的上海洋炮局。经过

多个历史阶段的演变和转型，长安汽车逐渐成长为中国汽车工业的重要支柱。到

了 1984 年，长安汽车勇敢地迈出了自主生产汽车的第一步，成为中国第一家自

主生产汽车的企业。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长安汽车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汽车产业链布局。不仅在整

车制造方面具备强大的能力，其业务还广泛覆盖汽车零部件、汽车销售与服务以

及汽车物流等多个领域。长安汽车在重庆、黑龙江和广东等地拥有多个整车生产

基地，具备年产数百万辆整车及发动机的强大产能。长安汽车还在全球 30 多个

国家建立了营销机构，产品远销至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中国汽车品牌的

国际竞争力。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展上，长安汽车展现出了前瞻性的战略眼光。2017

年，公司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全面布局新能源汽车市场。该计划包括“千亿

行动”、“万人研发”、“伙伴计划”和“极致体验”四大战略行动，旨在推动公司在新

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按照计划，长安汽车将在 2025 年全面停

售传统燃油车，展现出公司对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坚定承诺。

自“香格里拉”计划发布以来，长安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2018 年，公司成立了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

研发和生产。此后，长安汽车陆续推出了“阿维塔”、“深蓝”等备受市场关注的新

能源汽车品牌，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并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在研发方面，长安汽车构建了“五国多地、各有侧重”的 24 小时不间断全球

化研发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了重庆、上海、日本横滨和和美国底特律等地。公司

拥有超过 3500 名核心研发人员，其中包括 150 余名专家和博士以及 70 余名优秀

的外籍专家，为公司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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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销售方面，长安汽车的表现十分亮眼。2022 年，“北斗天枢”和“香格里拉”

计划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推动了公司销售业绩的持续增长。全年销量达到了 234.6

万辆，创下了近五年来的新高，同比增长了 2.0%，实现了公司总体销量的同比

三连增。其中，长安系中国品牌汽车的销量达到了 187.5 万辆，规模再创新高，

同比增长了 6.8%。这一成绩不仅体现了长安汽车在品牌建设方面的努力，也反

映了市场对长安汽车的认可和信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长安汽车的销量也实现

了大幅增长。2022 年，长安新能源汽车的自主品牌销量超过了 27 万辆，同比增

速大幅好于行业平均水平。同时，长安汽车的海外出口销量也实现了新的突破。

2022 年全年出口总量位居国内行业前四，海外市场布局日臻完善，在沙特等 10

个国家的销量排名中，长安汽车位列中国品牌前列。这一成绩不仅展现了长安汽

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为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23

年，长安汽车的总销量达到了 255 万辆。2024 年，仅在 1—2 月，累计销量就已

经达到了 43.3 万辆，同比增长了 19.4%，显示出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3.2 公司获得政府补助概况

3.2.1 获得政府补助的原因

（1）国家战略支持与产业鼓励。

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低

碳转型的重要方向。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补助，鼓励和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以减轻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市场推广方面的压力。长安汽车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领军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加大在新能源技术研发和市场布局方面的投入，

因此获得了政府的补助支持。这种支持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市场风险，

推动企业持续创新和发展。

（2）地方经济发展与政绩考核。

谢海娟 2018 年提出，上市公司对地方经济有重要贡献，能增加财政收入、

提供就业机会并传递积极经济信号，对地方政府形象和政绩有正面影响，应重视

支持其发展。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升政绩，往往会选择有潜力、

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扶持。长安汽车作为一家大型汽车企业，对地方经济发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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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贡献，其业绩与地方政府政绩密切相关。政府通过提供补助资金，帮助长

安汽车扩大生产规模、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带动当地产业链的发展，增加就业

机会和税收收入。同时，长安汽车的成功也提升了地方政府的形象和政绩水平。

（3）企业自主创新与技术实力。

政府对于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实力的企业给予重点支持，以鼓励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新能源汽车行业是一个技术密集型行业，长

安汽车在技术研发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截至 2022 年 12 月，公

司拥有国内外专利 8330 件，其中发明专利 2148 件，政府认可和支持其自主创新

能力和技术实力，因此获得了相应的政府补助。这种支持有助于企业进一步提升

技术水平、优化产品结构、拓展市场份额。

（4）国家形象与对外经济合作。

Ding et al.（2007）在对中国出口补贴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政府对外贸出

口企业提供补贴，旨在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产品竞争力，进而维持并优

化企业的运营状况。长安汽车作为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在对外经济合作

和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提供补助支持，鼓励长安汽车拓展国际市

场、参与国际竞争，以展示中国企业的实力和形象。同时，长安汽车与英国、日

本等国家的经济合作也符合国家对外开放和友好交往的政策导向，因此获得了政

府的额外关注和支持。这种支持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形象，促进

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发展。

3.2.2 获得政府补助的类型

长安汽车在进军新能源领域的过程中，得到了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财政补

助。这些补助不仅金额巨大，而且种类繁多，为长安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具体来说，长安汽车获得的政府补助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1）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补助

长安汽车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研发和生产得到了各地政府的财政支持，主要

来源于重庆、河北、北京等地的地方政府。这些补助资金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的

研发、节能减排项目的实施以及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等方面。例如，长安汽车在

2018 年获得了包括新能源轿车补助款、新基地启动资金补助、加生产线示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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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在内的多项政府补助。

（2）地方政府提供的创新补助

为了鼓励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技术创新，政府设立了研发创新补助，用于支持

企业在产品研发、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等方面的投入。长安汽车凭借其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的研发实力和技术优势，获得了大量的研发创新补助。这些补助资金主

要用于支持长安汽车在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方面的技术改造项目，包括节水节

能技术改造、固体废弃物整体利用、淘汰落后设备和提高安全生产能力等。

（3）地方政府提供的土地、税收优惠

地方政府通过给予土地和税收优惠等方式支持长安汽车的发展。例如，长安

汽车在扩大生产规模、建设新厂区时，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土地拆迁补助和产业园

区的优惠政策。此外，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

享受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长安汽车作为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企业，

能够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并在经营期限超过 10 年后申请免征企业

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如长安汽车生产的某产品适用增值税先征后返的政策, 在确

认为政府补助时，按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额返还一定比例的金额，会计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贷：其他收益。

3.2.3 获得政府补助的规模

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相关企业已成

为国家扶持的重点对象。长安汽车，作为新能源整车制造的领军企业，近年来持

续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自 2014 年起，重庆市政府等多级政府机构为长安汽

车提供了充分的财政政策支持，这些补助资金在公司的研发、创新、检测以及新

能源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长安汽车公开披露的年报数据，

结合图 3.1，分析长安汽车获得的政府补助的趋势变化，

由图 3.1 可以看出，长安汽车在 2014 年至 2022 年间获得了可观的政府补助，

且这些补助呈现出一个先增后减的趋势。特别是从 2014 年的 3.39 亿元到 2018

年 28.73 亿元，其获得的补助增长了 8.5 倍。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至 2019 年

这三年间，长安汽车获得的补助尤为显著，总额高达 60.24 亿元，占据了这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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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补助总额的 55.08%。然而，随着国家补助政策的不断调整，补助的迅猛增长

趋势在 2017 年后开始放缓。尽管如此，补助的绝对值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图 3.1 长安汽车政府补助情况

进一步观察长安汽车政府补助的增长率可以发现，其呈现出波动式变化。自

2016 年起至 2020 年，补助增长率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特别是 2019 年和 2020

年，补助增长率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分别为-46.48%和-48.11%。然而，在 2021

年，这一趋势有所逆转，补助增长率回升至 67.43%。但到了 2022 年，再次出现

了-15.09%的负增长。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尽管长安汽车在近年来持续获得大额

的政府补助，但从整体上看，其补助增长的速度却在逐步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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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影响

4.1 基于 DEA模型的财务绩效分析

在财务绩效评价体系中，财务绩效的评价指标和方法至关重要。为准确衡量

财务绩效，需选择有效的评价方法和标准，确保框架实用且准确。

4.1.1 方法的选择

（1）DEA 基本模型

1978 年，美国运筹学家 Charnes、Cooper 和 Rhodes 共同创建了 DE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也就是数据包络分析法。Charnes 等提出的基于规模

报酬不变前提下的 CCR 模型，成为了衡量多投入多产出效率的重要工具。Banker

（1984）在 CCR 模型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基于规模报酬可变前提下的 BCC

模型。

（2）运用 DEA 的适用性分析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以相对效率为基础，具有不需要预先估计参数、可

以减小误差、客观评价、简化运算等优点，适合研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不确定

关系，进行多维度的评价。

本文研究的是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企业，在考虑使用 DEA 的模型时，更适

用于可变规模报酬的 BCC 模型。通过 DEA—BBC 模型，计算决策单元（DMU，

Decision-making Unit）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

DEA 模型中的 DMU 数量一般为指标总和的 2 至 3 倍。鉴于此，本研究选

取了与长安汽车情况相似，即市值排名靠前、连续多年接受政府补助、具备新能

源汽车整车生产能力的 15 家上市公司（包括长安汽车），以此构建 DEA 评价体

系，用以评估政府补助对 15 家上市公司的综合效率。对计算出长安汽车的 DEA

数据分别进行企业自身纵向和行业龙头横向的分析，探讨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的

经济效益影响达到了怎样的水准。基于这一分析，进一步判断长安汽车是否充分

利用了政府补助，实现了效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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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EA—BBC 模型的计算原理

假设有 n 个决策单元 n)..,1,2,3,....(iDMUi  ，投入和产出向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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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1）

利用Charnes - Cooper 简单变换，得到DEA - BBC模型的线性组合如式（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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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3）

DEA-BBC 模型的经济含义如下：

为弱有效性；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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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无效，说明存在资源浪时，当

投入产出达到最优；为强有效性，可以认为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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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DEA 评价模型计算出来的效率即为综合效率值。

4.1.2 指标体系的构建

政府补助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对此展开了许多研究，本文采

用文献归纳法，结合研究行业技术创新或资本密集的特点，构建绩效评价体系。

（1）指标体系概述

本文综合了近年来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汇总了主要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

详见表 4.1。在借鉴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根据 2022 年国务院发布的《企业绩效评

价标准值 2022》中关于经营绩效评价的四个维度：盈利能力、运营能力、偿债

能力及成长能力，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准确性原则，选取投入与产出的评价

指标。

表 4.1 主要学者运用 DEA进行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学者 研究对象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方群

（2016）

主要研究政府补助下新能源

汽车企业的创新绩效

主营业务成本、总资

产、所有者权益、企业

总人数、研发投入

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

收益率、专利产出、每

股收益、销售利润率

杨晓娟

（2011）

主要研究政府补助对农业企

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补助收入、所得税优惠

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

入

张凯文

（2018）

主要研究政府补助对新能源

汽车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
政府补助

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

务收入

屈俊梅

（2020）

主要研究政府补贴对新能源

汽车企业绩效的影响
政府补助

专利数量、无形资产规

模、新产品份额

周文成

（2020）

主要研究新能源车企政府补

助的绩效
政府补助

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

入增长率、专利授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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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学者 研究对象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赵香

（2022）

主要研究政府补助对新能源

汽车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
政府补助

主营业务利润率、资产

负债率、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郝雅婷

（2023）

主要研究政府补助对新能源

汽车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政府补助

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

收益率、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总资产周转

率、流动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总资

产增长率

数据来源：互联网文献整理

（2）投入指标

在梳理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时，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及经营成本占据了研究

领域的主流。本文的研究政府补助下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影响，因此，本选择了

资本投入指标——政府补助资金作为构建 DEA 模型时的投入指标，政府补助的

金额数据来源于 Choice 数据库上市公司报表附注中的损益项目。

（3）产出指标

在盈利能力方面，本文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产出指标。净资产收

益率是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等于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的比率，反映了

企业利用自有资本获取收益的效率，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企业财务绩效的评价中

（如 DuPont 模型）。该指标能够直观地反映长安汽车在运用政府补助资金后，

其自有资本的增值能力和盈利水平，进而评价政府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

在偿债能力方面，本文选取资产负债率作为产出指标。资产负债率等于企业

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率，它综合反映了企业的负债水平和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偿

债能力密切相关。将资产负债率作为产出指标之一，可以评估企业在相同或类似

投入条件下，其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的相对效率。资产负债率通常被视为一个负

向指标，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往往暗示着企业的债务负担相对较重，这可能导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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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能力较弱。相反，较低的资产负债率则表明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债务占比较低，

从而可能拥有更强的偿债能力

在营运能力方面，本文选取存货周转率作为产出指标。该指标可以评估企业

在存货管理方面的效率和效果。存货是企业重要的资产，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来说，

存货在企业流动资产的占比尤其大。较高的存货周转率意味着企业能够更快地将

存货转化为销售收入，减少资金占用和财务风险，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在 DEA

分析中，如果企业在相同的投入下实现了更高的存货周转率，那么可以认为该企

业在存货管理方面具有较高的效率和效益。

在成长能力方面，本文选取净资产增长率作为产出指标。根据企业成长理论，

净资产增长率反映了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张速度和发展潜力，是衡量企业成长能力

和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指标（Coad & Rao, 2010）。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对

持续成长的追求，净资产增长率成为了评估企业成长潜力和未来价值的关键指标

（Bottazzi et al., 2011）。

投入产出指标选取汇总情况如表 4.2 所示:

表 4.2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构建表

数据来源：根据文献研究整理所得

4.1.3 数据的处理

（1）对各企业原始数据的收集

收集到 15 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 2018 年至 2022 年的原始财务数据作为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DEA 投入指标 政府补助 当期计入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

DEA 产出指标

净资产收益率（盈利能力）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100%

资产负债率（偿债能力）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存货周转率（营运能力） （主营业务成本÷平均存货余额）×100%

净资产增长率（成长能力） （当期净资产－上期净资产）÷上期净资产×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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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筛选政府补助数据时，依据新能源汽车产销业务的实际占比、企业年报中

政府补助的详尽披露情况，以及不同性质补助类型的特点，选取了计入企业当期

非经常性损益的政府补助总额。2019 年至 2021 年 15 家企业的相关财务原始数

据详细记录于附录中，2022 年的财务数据如表 4.3 所示。

表 4.3 2022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财务数据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94,332.66 9.70% 66.36% 12.58 39.14%

长安汽车 113,435.82 13.04% 56.90% 15.21 90.70%

一汽解放 163,584.69 1.47% 58.22% 4.50 -89.57%

比亚迪 171,049.00 15.70% 75.42% 5.75 283.42%

东风汽车 23,776.22 3.51% 52.04% 5.89 -24.54%

宇通客车 40,709.64 5.13% 51.34% 3.06 29.03%

上汽集团 365,933.48 6.87% 66.03% 8.98 -34.21%

福田汽车 21,832.93 0.35% 71.68% 6.93 100.64%

江淮汽车 120,484.43 -11.54% 70.12% 11.13 -15039.96%

北汽蓝谷 8,162.59 -59.99% 79.89% 4.60 -93.42%

华域汽车 55,452.76 14.56% 64.95% 6.27 -5.10%

赛力斯 52,347.44 -59.56% 79.16% 8.94 -56.47%

广汽集团 101,125.35 7.45% 35.67% 9.93 -18.04%

长城汽车 181,456.11 12.96% 64.82% 6.09 16.91%

力帆科技 994.13 1.48% 43.48% 3.45 111.37%

数据来源：通过国泰安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共同整理

（2）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在 DEA 模型中，对所有的 DMU 得到的输入和输出值必须为正数。本文采

用无量纲化法，即线性变换的方法，将所有输入和输出值映射至 0.1 至 1 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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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此过程中，特别考虑了资产负债率的负向特性。这种处理方式确保了数据

的可比性和一致性以及模型分析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具体处理方法如式（4.4）：

)min()max(
)min(9.01.0*

ij
ijij

ijij

xx
xxx





式（4.4）

其中，xij表示第 i 个 DMU 的第 j 个输入输出值。

表 4.4 2022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财务数据表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0.3302 0.9286 0.3754 0.8051 0.9857

长安汽车 0.3773 0.9683 0.5679 1.0000 0.9887

一汽解放 0.5010 0.8308 0.5410 0.2071 0.9781

比亚迪 0.5194 1.0000 0.1910 0.2990 1.0000

东风汽车 0.1562 0.8551 0.6667 0.3100 0.9819

宇通客车 0.1979 0.8743 0.6810 0.1000 0.9851

上汽集团 1.0000 0.8950 0.3820 0.5384 0.9813

福田汽车 0.1514 0.8175 0.2670 0.3865 0.9893

江淮汽车 0.3947 0.6761 0.2988 0.6976 0.1000

北汽蓝谷 0.1177 0.1000 0.1000 0.2139 0.9779

华域汽车 0.2343 0.9864 0.4040 0.3380 0.9831

赛力斯 0.2266 0.1051 0.1148 0.5356 0.9800

广汽集团 0.3469 0.9018 1.0000 0.6092 0.9823

长城汽车 0.5450 0.9674 0.4068 0.3248 0.9843

力帆科技 0.1000 0.8310 0.8410 0.1286 0.9899

数据来源：整理原始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得出

注：2018 年至 2022 年间 15 家新能源汽车上市企业的数据，已经过标准化处理，详细

处理数据见附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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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4 所示，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DMU 的总体形态及其相对关系均保

持不变，这表明评价结果未受到处理过程的影响。同时，处理后的相关数据均被

规范至[0.1,1]的区间内，提高了数据的标准化水平。

（3）Deap2.1 软件计算

本研究采用 Deap2.1 软件，对 15 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全面处理。

2022 年的具体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4.5（对于 2018 年至 2021 年的数据，请参阅附

录部分）。结合近五年的数据，分析长安汽车的综合财务绩效、政府补助的使用

效率，以及长安汽车在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发展状况。

表 4.5 2022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计算得出的政府补助效率具体数据表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出

注：2018—2021 年 15 家新能源汽车汽车企业政府补助效率见附录

简称 纯技术效率 PTE 规模效益 SE(k) 综合效益 OE(θ) 规模收益

江铃汽车 0.9390 0.9860 0.9260 规模报酬递减

长安汽车 1.0000 1.0000 1.0000 规模报酬不变

一汽解放 0.2350 0.9840 0.2320 规模报酬递减

比亚迪 1.0000 0.2880 0.2880 规模报酬递减

东风汽车 0.9930 0.9700 0.9630 规模报酬递减

宇通客车 0.6940 0.7660 0.5320 规模报酬递减

上汽集团 0.2300 0.9140 0.2100 规模报酬递减

福田汽车 1.0000 1.0000 1.0000 规模报酬不变

江淮汽车 0.6740 0.9900 0.6670 规模报酬递增

北汽蓝谷 0.9940 0.9920 0.9870 规模报酬递增

华域汽车 1.0000 0.6680 0.6680 规模报酬递减

赛力斯 0.9100 1.0000 0.9100 规模报酬递增

广汽集团 1.0000 0.7890 0.7890 规模报酬递减

长城汽车 0.4130 0.6750 0.2790 规模报酬递减

力帆科技 1.0000 1.0000 1.0000 规模报酬不变

均值 0.8055 0.8681 0.69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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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数据的分析

在分析长安汽车的综合技术效率 OE(θ)、纯技术效率（PTE）及规模效率（SE）

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这三个指标的定义：

综合技术效率（OE(θ)）：综合技术效率反映了企业在给定投入下获得最大

产出的能力，或者在给定产出下实现最小投入的能力。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

同时考虑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如果 TE 值为 1，表示企业在技术和规

模上都达到了最优状态；如果 TE 值小于 1，则表示存在效率损失。综合技术效

率（OE(θ)）=纯技术效率（PTE）×规模效率（SE）。

纯技术效率（PTE）：纯技术效率是指在剔除规模因素影响后，企业仅由技

术水平和管理能力所决定的效率。它衡量了企业在当前技术水平下，对资源的有

效利用程度。如果 PTE 值为 1，表示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达到了最优；如

果 PTE 值小于 1，则表示在技术或管理上存在改进的空间。

规模效率（SE）：规模效率反映了企业在给定技术和投入水平下，是否达

到了最优生产规模。它衡量了企业规模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如果 SE 值为 1，表

示企业已经达到了最优生产规模；如果 SE 值小于 1，则表示企业的生产规模偏

离了最优状态，可能存在规模过大或过小的问题。

基于以上定义，我们对长安汽车的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

规模收益这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1）纵向分析

本研究采用 Deap2.1 软件，对长安汽车的综合绩效进行了计算，计算结果如

表 4.6 所示。

综合技术效率（OE(θ)）方面，长安汽车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2022 年的

TE 值达到 1，表明该年份企业的运营效率达到了最优水平，资源配置和利用均

实现了最大化。然而，2018 年至 2021 年间，企业的 TE 值均低于 1，且存在一

定波动，说明这些年份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规模、投入与产出的不匹配情况，

运营效率有待提升。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尽管 2018 年企业获得了较多政府补助，

但其 TE 值却处于低谷，反映出企业在该年份对补助的利用效率较低，未能充分

发挥其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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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企业综合绩效结果表

年份 综合效率 OE(θ) 纯技术效率（PTE） 规模效率（SE） 规模收益

2018 0.1660 0.2570 0.6480 规模报酬递减

2019 0.5270 0.9940 0.5300 规模报酬递增

2020 0.6150 1.0000 0.6150 规模报酬递减

2021 0.5430 1.0000 0.5430 规模报酬递减

2022 1.0000 1.0000 1.0000 规模报酬不变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出

纯技术效率（PTE）方面，长安汽车在近三年（2020—2022 年）的表现尤为

突出，PTE 值均达到了 1，表明企业在这三年间充分利用了现有资源，实现了生

产的最大化。然而，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企业的 PTE 值与 1 存在较大差距，

这意味着在这两年间企业未能充分发挥其资源潜力，存在资源浪费的情况。

规模效率（SE）方面，长安汽车的投入产出比呈现出波动趋势。尽管在 2019

年至 2021 年间，企业的 SE 值稳定在 0.5 至 0.7 之间，但 2022 年实现了质的飞

跃，达到最优水平 1。这表明企业在不断优化投入产出比，逐渐接近最佳规模。

规模收益方面，长安汽车在2018年至2020年间经历了一段规模收益递减期，

而在 2022 年则稳定下来。这意味着在政府投入 1 单位补助的情况下，企业绩效

为代表的产出增加五年平均不足 1 单位。尽管如此，从整体趋势来看，企业的产

出仍然呈现出增加的趋势。

综上所述，长安汽车在政府补助政策的影响下，其综合财务绩效展现出一定

的正向激励效应。企业在适应市场环境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运营效率和对政府补助

的利用效果，最终在 2022 年各项效率指标均达到行业前沿水平。

（2）横向分析

本文将长安汽车的整体财务表现与行业龙头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可以更深入

地了解政府补助对企业的影响以及该企业在行业中的财务表现水平。以下是对长

安汽车的综合技术效率值（OE(θ)值）、纯技术效率值（PTE 值）、规模效率值

（SE 值）以及规模报酬的详细分析。

综合技术效率值（OE(θ)值）方面，如表 4.7 和图 4.1 所示，长安汽车在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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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不断提升其技术效率。2018—2021 年，长安汽车的效率值低于行业龙头的

均值，并且在 2018 年综合技术效率表现十分不好，也说明了长安汽车在当年对

政府补助的利用效率方面存在问题；2022 年达到了完美的综合技术效率。这一

趋势表明，在政府补助政策退坡的背景下，长安汽车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技术

创新，逐渐提升了其综合运营效率。这也说明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的综合财务绩

效产生了正向影响。

表 4.7 2018—2022年长安汽车综合技术效率值及行业龙头均值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长安汽车 0.1660 0.5270 0.6150 0.5430 1.0000

行业龙头最大值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行业龙头最小值 0.1560 0.1850 0.1520 0.1760 0.2100

行业龙头均值 0.6349 0.6604 0.5496 0.6313 0.6967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出

图 4.1 2018—2022年长安汽车综合技术效率值及行业龙头均值

纯技术效率值（PTE 值）方面，如表 4.8 和图 4.2 所示，行业龙头的纯技术

效率（PTE）均值呈现出平稳的趋势，而长安汽车在此期间内纯技术效率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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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上升趋势。数据显示，2018 年长安汽车的纯技术效率值仅为 0.2570，远

低于行业龙头均值，而当年长安汽车获得的政府补助高达 28 亿元，为历史最高，

说明企业的技术利用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019 年，纯技术效率值有所提

升，企业在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方面仍需进一步努力。然而长安汽车在 2020 年、

2021 年、2022 年的 PTE 值不仅高于行业均值，甚至达到了 DEA 模型下的最优

水平（PTE=1.0000）。这表明长安汽车在资源利用，尤其是在政府补助的利用方

面，充分发挥了其技术潜力，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利用。

表 4.8 2018—2022年长安汽车纯技术效率值及行业龙头均值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长安汽车 0.2570 0.5300 1.0000 1.0000 1.0000

行业最大值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行业最小值 0.1620 0.2630 0.2430 0.1810 0.2300

行业龙头均值 0.8317 0.8388 0.8031 0.8405 0.8055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出

图 4.2 2018—2022年长安汽车纯技术效率值及行业龙头均值

规模效率值（SE 值）方面，规模效率是衡量企业在给定技术和投入下，是

否达到最优生产规模的重要指标。由表 4.9 和图 4.3 分析可知，从长安汽车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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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效率值来看，2018—2022 年间经历了显著波动，整体变动趋势与行业龙头相

似。2018 年，长安汽车的规模效率值为 0.6480，低于行业龙头均值 0.7758，表

明在生产规模上存在一定的不足。然而，到了 2019 年，其规模效率值迅速提升

至 0.9940，接近最优水平，但仍略低于行业龙头均值 0.8195。随后，2020 年和

2021 年，长安汽车的规模效率值出现下滑，分别为 0.6150 和 0.5430，远低于行

业龙头均值。长安汽车在这两年间面临了生产规模上的挑战，是由于市场需求加

大、产能调整以及新能源汽车电池成本的大幅变动导致的。2022 年，长安汽车

的规模效率值再次实现显著提升，达到了最优水平 1.0000，且超过了行业龙头均

值 0.8681。整体来看，在经过调整和优化后，长安汽车成功实现了生产规模上的

最优效率，充分发挥了其生产潜力，也说明长安汽车更为合理的利用了政府补助。

表 4.9 2018—2022年长安汽车规模效率值及行业龙头均值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长安汽车 0.6480 0.9940 0.6150 0.5430 1.0000

行业最大值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行业最小值 0.1650 0.1850 0.3270 0.2940 0.2880

行业龙头均值 0.7758 0.8195 0.7009 0.7597 0.8681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出

图 4.3 2018—2022年长安汽车规模效率值及行业龙头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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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报酬方面，本文运用 DEA 模型计算的结果，分析 2018 年至 2022 年间

长安汽车规模报酬的动态变化，并将其置于行业龙头背景下进行对比分析。规模

报酬作为衡量企业投入产出效率的重要指标，其变化趋势对企业的战略调整和市

场定位具有关键性指导意义。数据如表 4.10 所示，分析如下：

对于长安汽车而言，2018—2022 年的规模报酬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性。2018

年、2020 年和 2021 年长安汽车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阶段，这表明在这些年份中，

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其单位投入的产出效率却在下降。这种现象与市场竞争压

力加剧、疫情下消费市场的萎靡、2021 年的全球芯片短缺以及政府补助使用效

率不高有关。2019 年长安汽车出现了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这暗示着该年份企

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成功地提高了生产效率，2019 年也是新能源汽车行业近

几年的重要转折点，行业低谷期的冲击并没有击败长安汽车。最终，在 2022 年，

长安汽车达到了规模报酬不变的状态，这标志着企业在当前的生产规模下实现了

投入与产出的最优平衡。

对于行业龙头整体而言，在多数年份中，规模报酬递减的企业占据多数，而

规模报酬递增或不变的企业相对较少。这种情况揭示了整个行业龙头在生产效率

上面临的普遍挑战。尽管如此，始终存在一部分 DEA 有效的企业，它们能够在

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保持较高的投入产出效率，这无疑是行业发展的积极信号。

将长安汽车的表现与行业整体进行对比，发现长安汽车在规模报酬管理方面

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尽管在某些年份中，长安汽车也未能幸免于规模报酬递减

的困境，但企业通过及时的战略调整和优化管理，最终实现了规模报酬的稳定和

优化。这一转变不仅彰显了长安汽车在市场适应能力和创新管理方面的实力，也

为企业在未来的战略规划和政府补助的使用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对长安汽车与行业龙头平均水平的对比分析，发现长安

汽车整体趋势变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相似，在 2018 年，长安汽车的各项数据均低

于行业龙头平均水平，显示出一定的竞争压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安汽

车在政府补助的支持下，逐步实现了显著的业绩提升。到 2022 年，长安汽车的

各项数据水平不仅已经迎头赶上，甚至达到了行业最优水平，这充分证明了政府

补助对长安汽车发展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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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五年间，长安汽车的整体绩效经历了一系列的波动与变化，但最终达到

了企业自身的最佳状态，可以看出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带来正面且积极的影响。

企业不仅显著提升了补助的使用效率，更使得整体运营情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长安汽车的规模收益也逐步优化，并最终达到了最优状态。这一成就不仅体现了

长安汽车在市场竞争中的坚韧与智慧，也为整个行业树立了一个典范，展示了政

府补助与企业发展相结合的巨大潜力。

表 4.10 2018—2022年长安汽车规模报酬及行业情况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长安汽车
规模报酬

递减

规模报酬

递增

规模报酬

递减

规模报酬

递减

规模报酬

不变

DEA 有效企业数 3 3 3 3 3

DEA 有效企业占比 20% 20% 20% 20% 20%

行业龙头规模报酬

递减个数
9 6 8 11 9

行业龙头规模报酬

不变个数
3 3 3 3 3

行业龙头规模报酬

递增个数
3 6 4 1 3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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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于传统维度的财务绩效分析

在深入探讨了政府补助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直接财务效应之后，本节将聚焦

于政府补助所带来的间接影响。鉴于会计新准则，政府补助的归类不再是单一的

科目，而是依据其性质的不同，分散计入多个会计科目中，例如其他收益、递延

收益和营业外收入等。考虑到长安汽车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佼佼者，其所获得

的政府补助不仅数额庞大且种类繁多，这无疑对其财务绩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因此，本节将从多个视角出发，利用各项财务指标，基于传统维度的盈利能力、

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以及成长能力四个方面详细剖析政府补助是如何作用于企业

的财务绩效。通过对比分析剔除政府补助前后各项财务指标的变化情况，我们将

更为清晰地揭示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企业财务绩效的具体作用路径和实际效率。

4.2.1 政府补助对盈利能力影响分析

（1）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路径

政府补助作为企业外部资金来源的一种重要形式，不仅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财

务收入，更从深层次上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产生了影响，政府补助对盈利能力的影

响路径如图 4.4 所示。从营业收入的维度来看，政府补助支持了企业的创新活动

和市场拓展，发放了推广应用型补贴，增强了企业的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从而

推动了销售收入的增长；从营业成本的角度看，政府补助通过降低企业的直接和

间接成本，优化了成本结构，进而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

用影响着企业的盈利能力指标。

图 4.4 政府补助对盈利能力的影响路径

政府补助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盈利能力指标 盈利能力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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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收入分析

由表 4.11 可知，在 2018 年至 2022 年间的营业收入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上升

趋势。2018 年受到中美贸易争端和经济放缓的影响，以及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的调整，导致销量和利润增速下滑。2019 年和 2020 年，营业收入显著增长，国

内汽车市场逐渐复苏，同时国家减税降费的一系列积极政策加上企业对于消费市

场的有效策略，共同推动了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2021 年，营业收入继续增长，

表明长安汽车发展势头强劲，市场份额和应用推广程度持续提升。2022 年，营

业收入达到 1212.53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长安汽车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布

局日趋完善，且受益于行业整体增长趋势和消费者购车意愿的提升。2022 年，

新能源汽车呈现爆发式增长，长安汽车当年销量 234.6 万辆，创近五年来新高。

近年来补贴退坡的预期下，长安汽车对政府补助的依赖也明显降低。

表 4.11 2018—2022年长安汽车营业收入与政府补助变动表（单位：亿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收入 662.98 705.95 845.66 1051.42 1212.53

政府补助 28.73 15.38 7.98 13.36 11.34

数据来源：长安汽车年度财务报表

长安汽车每年获得的推广应用类补助金额如表 4.12 所示。

推广应用型补贴是政府对消费者直接的补贴，对企业的收入存在着重要的影

响。在进行会计处理时做出如下处理：

借：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客户新能源汽车差价补贴）

贷：主营业务收入、应交税费等

由于推广应用型补贴属于消费端的补助，在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下并不属于政

府补助准则，属于收入准则下的核算方法，作为企业收入对价的一部分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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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营业收入，影响了公司的获利能力，本文将其作为政府补助对企业盈利能

力影响的因素之一进行分析。

表 4.12 近五年长安汽车获得的推广应用型补助（单位：亿元）

年份 长安汽车获得的推广应用补贴

2018 2.53

2019 3.48

2020 1.00

2021 8.75

2022 4.77

数据来源：工信部推广应用补助文件

2019 年开始，新能源汽车的补助规模逐渐缩减，进入了退坡阶段。在补贴

退坡之际，长安汽车作为行业龙头仍然获得了较高的推广应用型补贴，如表 4.12

所示，2021 年的补贴超 8 亿元，直接提升了企业的营业收入。

（3）对营业成本的影响

长安汽车在过去五年的经营中，政府补助对于降低营业成本起到了显著作用。

2018 年，长安汽车获得了高达 28.73 亿元的政府资金补助，使得该年的营业成本

降至五年来的最低点。然而，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成本普遍较高，且随着销售数量

的增加，整车制造成本也呈现上升趋势。从 2018 年至 2022 年，企业面临了政府

补助减少和营业成本持续上升的挑战。

2018 年，长安汽车获得了 28.73 亿元的政府补助，这是近五年来的最高点。

但随后几年，政府补助金额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到了 2021 年，政府补助回

升至 13.36 亿元，尽管较 2020 年有所增长，但仍低于 2018 年和 2019 年的水平。

而 2022 年，政府补助再次下降至 11.34 亿元。这表明，企业在政府补助方面的

依赖度逐渐降低，同时也意味着企业需要更多地依靠自身实力来应对市场竞争。

如表 4.13 所示，营业成本方面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从 2018 年至 2022

年，长安汽车的营业成本逐年攀升。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生产成本高昂，且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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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数量的增加，整车制造成本也进一步上升。2019 年新能源汽车市场整体发

展乏力，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注重销售而不是研发、自

主品牌市场竞争力不足等，长安存量汽车销量同比下降了超 50%。中汽协当年的

披露的数据也显示出长安汽车库存水平较高，同时也暗示了严峻的经营风险存在。

结合近两年的数据来看，2021 年和 2022 年长安汽车的营业成本继续增长，主要

与收入费用的配比相关。

表 4.13 2018—2022年长安汽车营业成本与政府补助变动表（单位：亿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营业成本 565.83 602.33 724.73 876.49 964.10

政府补助 28.73 15.38 7.98 13.36 11.34

数据来源：长安汽车年度财务报表

2018 年和 2019 年，长安汽车合资品牌销量严重下滑，企业希望通过加大销

售费用的投入来缓解颓势，由图 4.5 所示，2018 年和 2019 年发生的销售费用是

研发费用的两倍以上，长安汽车当时在自主品牌研发方面的力度显然不够。随后

几年，长安汽车注重研发投入，2018 年研发费用为 26.17 亿元，到了 2022 年，

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 43.15 亿元，增长了约 65%。然而，在企业降低成本方面，

单纯依靠资金补助是一项难以实现的任务，相较之下，通过转化专利成果所带来

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更加可行，然而这个过程也是相当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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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2018—2022年长安汽车费用与政府补助变动表（单位：亿元）

长安汽车在 2021 年将政府补助从总额法核算变更为净额法核算，本文查找

了近三年政府补助直接冲减当期损益的数据，从表 4.14 和图 4.6 中可以看出，近

三年，长安汽车主要将政府补助用于冲减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研发

费用。其中，冲减研发费用的金额相对较高，尤其是在 2021 年达到了 52,157.05

万元，占当年政府补助总额的近 40%。2021 年长安汽车与华为、宁德时代的合

作造车，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开启了“CHN 造车模式”，这表明长安汽车在研发

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并积极投入资金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2022

年上半年全球通货膨胀导致大宗商品价格高企，长安新能源汽车采用的轻量化车

架中的铝合金材料、以及大量用到的铜的电机系统均受到牵连。与此同时，车规

级芯片仍然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俄乌冲突、三年疫情更是直接影响到了供应链

的稳定，2022 年，政府补助金额在波动下降的同时，直接冲减营业成本的比例

在上升，但直接冲减各项成本费用的金额相比 2021 年大幅减少。未来长安汽车

要在电驱技术、电源变换和节能方面实现关键技术突破，达到降本增效，还需要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政府补助下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研究

44

在研发方面加大投入。尽管政府资助在短期内有助于支撑企业的成本控制，但要

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并降低成本，长安汽车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表 4.14 2020—2022年长安汽车政府补助冲减营业成本与各类费用表（单位：万元）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政府补助 79,790.14 133,595.21 113,435.82

直接冲减营业成本 9,472.98 16,937.11 8758.08

直接冲减销售费用 737.49 994.15 495.89

直接冲减管理费用 8,161.10 3,031.25 6,286.27

直接冲减研发费用 22,846.55 52,157.05 17,958.38

直接冲减财务费用 16.50 9.10 —

数据来源：长安汽车年度财务报表

图 4.6 2020—2022年长安汽车政府补助冲减营业成本与各类费用变动图（单位：万元）

（4）对净利润的影响

从表 4.15 可见，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利润的作用因年份和公司经营状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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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在某些年份，如 2018 年，补助显著支撑了公司利润；而在其他如 2019 年的

特定情况下，补助未能完全弥补亏损。总体来看，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产生了积

极的支撑作用，需具体分析各年份数据及企业整体经营状况。

长安汽车对政府补助的依赖程度因年份而异。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对

政府补助的依赖尤为显著，特别是 2018 年补助占净利润比例高达 397.20%。然

而，在其他如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和 2022 年等年份，即使无补助，其净

利润也保持较高水平，显示在这些时期对政府补助的依赖较低。因此，长安汽车

对政府补助的依赖程度不能一概而论，需具体年份具体分析。但可看出政府补助

对企业的利润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

表 4.15 长安汽车收到的政府补助数量及比例以及扣除补助后的净利润

年份 政府补助（单位:万元） 比例 扣除补助后的净利润（单位:万元）

2013 19,608.64 5.65% 327,240.59

2014 33,900.18 4.51% 717,897.71

2015 44,192.66 4.45% 948,062.69

2016 86,425.90 8.41% 941,233.57

2017 161,334.32 22.38% 559,509.41

2018 287,319.21 397.20% -214,983.27

2019 153,762.56 -58.04% -418,675.75

2020 79,790.14 24.26% 249,057.72

2021 133,595.21 37.07% 226,826.61

2022 113,435.82 14.65% 661,032.42

数据来源：长安汽车年报整理

由表 4.15 中数据可知，长安汽车的净利润在 2019 年是最糟糕的，这是因为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补助政策被大幅削减，政府补助降为 2018 年的一半，同时也

取消了部分新能源汽车的地方补助，综合退坡幅度高达 66.6%。加上个人消费市

场依然呈现缓慢增长态势，消费者处于新能源汽车消费初期阶段，对于新能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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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了解无法达到燃油车的高度，而行业的竞争加剧使得企业在不涨价的前提下

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压力，几方面共同导致 2019 年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年销量首次

出现同比下滑的情况。2020—2021 年，长安汽车政府补助所占净利润份额也持

续扩大，2022 年份额有所下降。近三年来净利润的大幅提升主要来源于长安汽

车自主品牌业务的强劲表现，也体现出连续多年的政府补助作用于企业的长期资

产，增强了企业的整车产品制造能力。

（5）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净资产收益率，或称股东权益报酬率，是衡量企业运用所有者投入资本效率

的重要财务指标。它直接体现了企业对股东投资的回报水平，因此被视为评估企

业盈利能力的核心指标之一。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政府补助是推动产业发展和技

术进步的重要手段。为了深入探究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盈利能力的影响，本研究

选取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主要分析指标。

本研究通过长安汽车 2018 年至 2022 年的年度报告，获取了相关财务数据。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计算了剔除政府补助前

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并将其与营业利润率进行对比。这种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了

解政府补助在长安汽车盈利中的作用。详细分析数据请参见表 4.16。

表 4.16 2018—2022年长安汽车净资产收益率分析表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净资产收益率 1.57% -6.03% 6.15% 6.45% 12.30%

剔除政府补助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4.66% -9.53% 4.66% 4.06% 10.50%

营业利润率 1.09% -3.75% 3.89% 3.43% 6.39%

剔除政府补助后的营业利润率 -3.39% -6.06% 2.95% 2.16% 5.45%

数据来源：长安汽车年报数据整理

表 4.16 呈现了 2018 年至 2022 年长安汽车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的数

据，同时展示了剔除政府补助后的相应指标。以下是对这些数据的分析：

从 2018 年至 2022 年，长安汽车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呈现出先下降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政府补助下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研究

47

后上升的趋势。2019 年出现负值，但随后逐年回升，至 2022 年达到 12.30%的高

点。对比剔除政府补助前后的数据，可以看出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的净资产收益

率具有显著影响。在各年份中，剔除政府补助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均

低于原始数据，表明政府补助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特别是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剔除政府补助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利润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说明这

两年政府补助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支撑作用尤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和

2019 年长安汽车分别获得研发相关政府补助 28.73 亿元和 15.38 亿元。但是，取

得如此高的巨额补助后，长安汽车的净资产收益率并不高，甚至 2019 年收益率

为负值。通过查阅长安汽车年报资料，原因是 2018 年长安汽车提出了“第三次创

业——创新创业计划”，投入 38.23 亿元用于产品和技术项目开发，同时 2018

年和 2019 年长安汽车合资品牌销量下滑，乘用车市场正逐步从增量转向存量竞

争时代。到了 2021 年和 2022 年，可以看出在扣除政府补助前后的指标的差距在

不断减少，也说明了政府补助对企业业绩变动的影响在减弱。

图 4.7 剔除政府补助前后净资产收益率走势图

由图 4.7 可见，长安汽车每年持续获得了大量的政府补助，但是，长安汽车

的剔除政府补助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在 2018 年和 2019 年连续为负，随后在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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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和 2021 年，净资产收益率逐渐回升至正值，并在 2022 年达到 12.30%的高点，

表明公司盈利能力和资产利用效率有了显著提升。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的长期盈

利能力起到了推动作用。

图 4.8 剔除政府补助前后营业利润率走势图

由图 4.8 可知，营业利润率的变化趋势与净资产收益率相似，但波动幅度较

小，2019 年营业利润率同样为负，长安汽车在该年的主营业务上未能实现盈利。

随后几年逐渐回升并在 2022 年达到 6.43%的历史高点，说明企业的营业效率和

盈利能力在提升。在剔除补助后，企业仍能在 2020 年至 2022 年保持较高的的营

业利润率，并且近两年长安汽车对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方法改为净额法后，在指

标设定上，剔除补助后的营业利润率应当与未剔除补助的营业利润率差距增大，

而实际上却不同，在近两年补助金额没有明显减少的前提下，2022 年两者的差

距为近五年最小，这也说明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营业利润率的影响越来越弱，进

一步证明了企业脱离政府补助后的盈利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盈利能力具有积极影响，短期

内大幅提升了企业利润，但从长期来看，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不能过分依赖政府

补助，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随着未来政府补助政策力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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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早期年份剔除补助后的负盈利情况也提醒着长安汽车要寻求新的增长点，

以确保持续稳定的盈利能力。

4.2.2 政府补助对偿债能力影响分析

（1）对偿债能力的影响路径

政府补助，作为大额扶持资金流入企业，为企业带来了财务支持。刘义瑢等

（202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助通过信号传递效应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企

业的融资约束，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帮助吸引外部投资者、获得资金支持。

政府补助对偿债能力的影响路径如图 4.9 所示，政府补助资金的投入不仅在

提高企业清偿到期债务能力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而且在缓解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可能面临的流动资金压力方面亦有贡献。在企业的偿债能力指标中可以直接反映

出政府补助对偿债能力的影响路径。在短期偿债能力方面，本文选取了现金比率

和速动比率作为衡量指标；在长期偿债能力方面，选择了资产负债率和利息保障

倍数。数据如表 4.17 所示，本文通过剔除政府补助后各指标的变化对比，详细

论述了补助资金对企业偿债能力的具体影响程度。

图 4.9 政府补助对偿债能力的影响路径

政府补助

短期偿债能力

现金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利息保障倍数

长期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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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2018—2022年偿债能力主要指标计算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现金比率

长安汽车 0.41 0.41 0.23 0.21 0.54

行业均值 0.27 0.27 0.30 0.35 0.31

扣除政府补助的现金

比率
0.40 0.39 0.17 0.17 0.53

速动比率

长安汽车 0.89 0.94 1.07 1.11 1.20

行业均值 1.00 0.99 0.99 0.99 0.89

扣除政府补助的速动

比率
0.82 0.91 1.06 1.09 1.19

资产负债

率

长安汽车 50.63 54.99 54.78 58.74 56.90

行业均值 59.13 59.90 61.07 59.81 62.11

扣除政府补助的资产

负债率
52.24 55.87 55.13 58.93 57.11

利息保障

倍数

长安汽车 57.26 -54.91 56.63 85.60 159.33

行业均值 15.28 9.93 11.02 22.56 -16.32

扣除政府补助的利息

保障倍数
-188.31 -93.24 39.54 56.02 136.03

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2）对短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由图 4.10 可知，长安汽车在 2018 年至 2021 年期间，其现金比率持续呈下

降趋势，这表明企业未有效利用闲置资金，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企业产能降低。

这些数据也间接反映了尽管政府补助资金数额较大，理论上这些资金应该能够增

加企业流动资产，但是长安汽车的短期偿债能力还是有所下滑，显示企业的资金

使用效率低下，直到 2022 年才开始显现整体改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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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的变化趋势显示，长安汽车的短期偿债能力在逐年增强。从 2018

年的低于行业均值逐渐提升到 2022 年的明显高于行业均值，这表明公司有能力

在短期内偿还其债务。速动比率的逐步提升表明，公司越来越能够在不依赖存货

销售的情况下偿还短期债务。这是一个健康的迹象，尤其是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

来说。保持高于行业平均的速动比率，可以向债权人和投资者发出积极的信号，

表明公司经营稳健，财务风险较低。

扣除政府补助后的现金比率和速动比率虽然略有下降，但整体趋势与未扣除

前相似。这说明政府补助虽然对长安汽车的财务状况有一定影响，但并不是决定

性因素。公司本身的运营和财务管理能力才是关键。

图 4.10 2018—2022年长安汽车现金比率、速动比率走势图

（3）对长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资产负债率和利息保障倍数是评价企业长期偿债能力的关键指标，选择这两

个指标反映扣除补助前后偿债能力的差异是比较合理的。

从图 4.11 可以看出，2018—2022 年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总体变化幅度并不大，

长安汽车的资产负债率最低在 2018 年为 50.63%，低于行业均值。这表明企业的

负债相对较少，财务风险较低。然而，在随后的几年里，资产负债率逐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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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为 54.99%，2020 年为 54.78%，2021 年为 58.74%，均高于前一年的水平。

2018 年政府补助达到最高值 28.73 亿元，在政府补助的影响下长安汽车的实际财

务状况被掩盖，其债务风险也极易被忽视。同时，新冠疫情以及 2021 年波及全

行业的芯片短缺，长安汽车面临巨大的供应链生产压力，也使得在资产负债率的

表现程度上达到了近五年最高值。

到了 2022 年，资产负债率略有下降，为 56.90%，但仍高于 2018 年的水平。

近三年来，扣除政府补助后的资产负债率略高于未扣除前的数值，但整体趋势越

来越接近，长安汽车资产负债率走势与行业均值走势相反也说明了政府补助对长

安汽车的资产负债率影响越来越小，资产负债率对政府补助的依赖性已相对较低。

图 4.11 2018—2022年长安汽车资产负债率走势图

长安汽车的利息保障倍数在近三年远高于行业均值（2019 年出现负值），

这表明企业的息税前利润相对于利息费用的比例很高，即企业有很强的偿付利息

的能力。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利息保障倍数在 2018 年和 2019 年为负值，但在随后

的年份中逐渐恢复并保持较高水平，这说明政府补助对企业的利息保障能力有一

定的正面影响，尤其是在企业面临财务困境时可以帮助企业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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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2018—2022年长安汽车利息保障倍数走势图

如表 4.18 所示，长安汽车近五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幅度很

大。在 2018 年以前，长安汽车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为负，亏损的情况下，企业

没有进行进一步举债，并且偿还了大量经营性应付项目。在 2019 年及以后，当

企业自营品牌的经营取得不错业绩的时候，经营活动的净现金流就开始大幅提升，

2021 年达到了恐怖的 230 亿元，比净利润要多出近 200 亿元，其中“经营性应付

项目的增加”就达到了 144 亿元。负债的增加也说明了长安汽车在行业内处于优

势地位，这也得益于其央企背景，意味着长安汽车在供应链和销售渠道上拥有较

强的议价能力和更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近五年长安汽车的长短期偿债能力都有

所提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的接近也说明了企业存货不存在积压问题。长安汽

车 2021 年大量的增加应付类欠款后，2022 年与 2021 年相近持平，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下降明显，也说明了企业产能基本满足要求，没有再度开发新

的在建工程项目，在行业智能大转型的趋势下，长安企业也应当重视技术改造而

不能一味地追求产量。

长安汽车在 2018 年所获得的补助资金除了用于研发之外，其他类型的补助

的期限较长，这对企业的现金流状况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在该年度，长安汽

车的现金流量净额为负值，而政府补助资金并未及时弥补这一负值。然而，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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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及时调整了其经营战略，尤其是在行业补助退坡的预期背景下，政府补助资

金的流入确实有助于促进长安汽车的现金流量提升。

表 4.18 2018—2022年长安汽车经营现金流状况 单位：亿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87 38.82 106.76 229.70 56.66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767.65 705.78 870.32 1285.0 1226.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705.05 557.05 634.69 902.10 973.70

净利润 7.23 -26.49 32.88 36.04 77.45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143.2 66.10 137.20 144.00 29.02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披露

综上所述，政府补助对于长安汽车的债务偿还能力具有积极影响。政府补助

资金的注入提升了企业的流动资金总额，这增强了企业的债务偿还能力。更重要

的是，政府补助的获得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长安汽车在产业政策、技

术创新或社会责任等方面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这种积极信号的传递对于资

本市场的利益相关方具有重要意义。投资者在评估企业的投资潜力时，会考虑企

业获得政府补助的能力，因为这反映了企业在政策环境、行业地位以及未来发展

前景等方面的优势。因此，政府补助的获得有助于激发资本市场中的利益相关方

的投资热情，提高企业的市场价值和融资能力，从而进一步缓解企业的债务偿还

压力。

然而，仅依赖高额资助来减轻债务压力并不可取，企业要更加关注自身产业

结构的优化以及经营效率的提升。在补助政策逐渐调整的过程中，如果企业过分

依赖政府补助来维持债务偿还能力，将来一旦补助政策发生变化或取消，企业可

能会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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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政府补助对营运能力影响分析

（1）对营运能力的影响路径

如图 4.13 所示，政府补助直接带来了企业现金流的提升，补充了企业的营

运资金，直接作用在了各项营运指标中；同时，获得政府补助往往被视为企业实

力和市场前景的积极信号，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声誉和品牌形象，吸引更多

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从而进一步补充了企业资金，并提升了企业营运能力；另

外，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新能源汽车的购车成本，提高消费者

的购车意愿，从而带来销售增长，增加应收账款。

图 4.13 政府补助对营运能力的影响路径

（2）对营运能力数据的影响

如表 4.19 中数据所示，2018 年，随着补助款项回收周期的延长，企业货币

资金和流动资产较低，2020—2021 年各项数据显著增长。长安汽车 2021—2022

年，资产总额和流动性都在持续增长，尤其是货币资金和流动资产的增长。但要

注意应收账款和存货的波动性，要了解企业不同资产的周转情况，有必要分析指

标营运能力数据的变化。

政府补助

增加流动资产

间接影响营业收入 影响应收账款周转率

其他营运能力指标

营运能力影响营业成本 影响存货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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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2018—2022年长安汽车企业资产变动情况 单位：亿元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货币资金 99.81 100.70 320.00 519.80 535.30

应收账款 14.09 8.38 21.41 16.75 30.68

存货 49.17 33.75 59.68 68.53 58.23

流动资产 432.10 496.10 728.90 911.40 1021.00

资产总额 934.90 976.20 1183.00 1354.00 1460.00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披露

（3）对营运能力指标的影响

如表 4.20 和图 4.14 所示，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长安汽车的营运能力

指标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和改进趋势。应收账款周转率虽然逐年上升，但仍远低

于行业均值，这可能暗示公司在应收账款管理上存在不足，导致资金占用时间较

长，进而影响了现金流的充裕度。相比之下，总资产周转率在初期低于行业水平，

但随后几年逐步改善并超过了行业均值，这表明公司在资产利用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进步。然而，存货周转率的波动则提醒公司在存货管理上需要更加稳定和高效，

以避免潜在的风险和成本压力。尽管政府补助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

生了积极影响，但公司不能过分依赖此类非经常性收入，而应通过提升核心业务

的盈利能力和优化内部运营流程来增强自身的营运能力。

长安汽车在应收账款管理、资产利用和存货控制方面仍有提升空间，需要制

定有针对性的策略并加强执行力度，以提升整体营运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表 4.20 2018—2022年长安汽车营运能力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政府补助总额（亿元） 28.73 15.38 7.98 13.36 11.34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长安汽车 2.51 2.85 2.91 3.72 3.74

行业均值 7.78 7.30 7.84 8.61 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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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0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总资产周转率

（次）

长安汽车 0.66 0.74 0.78 0.83 0.86

行业均值 0.89 0.83 0.79 0.80 0.77

存货周转率

（次）

长安汽车 11.81 14.53 15.51 11.37 13.50

行业均值 8.50 8.14 7.04 6.99 6.21

数据来源：公司年报数据整理

图 4.14 2018—2022年长安汽车总资产周转率变动图

如图 4.15 所示，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长安汽车的存货周转率经历了

显著的波动，但总体来看，其表现一直优于行业平均水平，且变动趋势与补助整

体下行趋势不同。2018 年，企业的存货周转率 11.81 为，持续上升至 2020 年的

峰值 15.51 次，这段时间内的管理效率显著，存货能够快速流通转化为销售收入。

然而，2021 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降至 11.37 次，尽管这仍然高于行业均值

的 6.99 次，是因为当年企业采用净额法核算政府补助后，政府补助直接参与抵

减营业成本。在 2022 年，存货周转率回升至 13.50 次。整体来看，长安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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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管理策略在多数时间里都是高效的，其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将库存有效

转化为现金流。不过，面对存货周转率的波动，公司应持续监测市场动态，优化

库存结构，以确保在未来维持稳健的存货周转表现。

图 4.15 2018—2022年长安汽车存货周转率变动图

4.2.4 政府补助对成长能力影响分析

（1）对成长能力的影响路径

戴浩与柳剑平（2018）曾利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了多家研发型企业的

数据，从而得出重要结论：政府补助资金显著推动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这种

研发资金的增加，进而成为企业成长的强劲动力。企业的成长能力，作为衡量其

发展速度、趋势及前景的关键指标，其强大与否与政府补助的支持密不可分。具

体的作用机制如图 4.16 所示，政府补助不仅能够有效减轻企业的运营成本负担，

提高盈利能力，而且有助于企业拓展市场、扩大规模，进而实现营业收入的稳步

增长。因此，本研究以净利润增长率为核心指标，用以量化评估企业的成长能力。

考虑到新能源汽车企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其在研发阶段的投入周期

长、成本高昂，且需要大量资源支撑。政府补助在这一领域的主要目的便是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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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活动，因此这些补助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投入。故而，本研究选取

了研发费用率和发明专利数作为评价企业研发能力的关键指标。较高的研发创新

水平，不仅反映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更预示着其巨大的成长潜力。

图 4.16 政府补助成长能力的影响路径

（2）对成长能力指标的影响

如表 4.21 所示，2018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经历了显著的负增长，从 2019 年开

始，长安汽车成功扭转了这一趋势，实现了连续几年的正增长，在 2022 年有所

放缓。与行业均值相比，长安汽车在经历了 2018 年的低谷后，其营业收入增长

率逐渐超越行业平均水平，显示出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成长潜力。

表 4.21 2018—2022年长安汽车成长能力指标 单位：%

2018 年 2019 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营业收

入增长

率

长安汽车 -17.14 6.48 19.79 24.33 15.32

行业均值 3.99 -1.97 2.25 9.62 7.07

净利润

增长率

长安汽车 -89.97 -466.20 225.60 9.60 114.88

行业均值 -11.97 -36.52 -5.55 -0.63 5.77

扣除政府补

助的净利润

增长率

-138.43 -95.21 160.37 -13.33 203.97

数据来源：长安汽车年度财务报表

政府补助

降低成本

支持研发

净利润

营业收入

研发投入

成长能力指标

投入产出成果

间接影响 成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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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出现显著的下滑，长安汽车在该年亏损的主

要原因是：2018 年我国汽车市场包括国内各大车业的合资品牌汽车销量严重下

滑，长安汽车也不例外，其自主和合资板块全线暴跌，产品更新换代缓慢，存量

旧车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然而，长安汽车并未坐视这一困境，而是积极寻求扭转

局势的策略。随着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迅速崛起，以及政府在 2021 年和 2022

年提供的持续补助支持，长安汽车迎来了重要的转机。这一转变不仅助力公司稳

定了营收基础，还推动了净利润的显著增长。

通过对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政府补助对长安

汽车未来发展能力的影响程度。表 4.21 中营业总收入增长率，从 2018 年到 2022

年波动非常大，并且均大幅强于行业均值。在净利润增长率方面，与行业均值相

比，长安汽车的净利润增长率波动更为剧烈。对比扣除政府补助后的数据，如

2022 年，扣除政府补助后的净利润增长率远高于未扣除时的增长率，这表明长

安汽车在该年份内核心业务和盈利能力的显著提升。从中可以看出政府补助的影

响效果非常大，整体表现出政府补助对企业未来发展能力具有重大的影响能力。

然而，尽管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的成长能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并

非主要驱动力。长安汽车在提升财务绩效方面，应当更多地依赖于其内在的业务

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在日益激烈的乘用车市场中，长安汽车必须确保合资板

块和自主板块齐头并进，共同发展。这两个板块对于公司的整体业绩和市场份额

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同时，控制成本和合理利用产能也是缓解市场竞争压力

的有效手段。目前，随着启源、深蓝、阿维塔三大品牌在细分市场的深入布局，

长安汽车的电动化战略已日趋完善。可以预见，“电动化强产品周期”仍将是长安

汽车未来几年的发展主线。

（3）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由外部性理论可知，技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减少对研发的投入，本

文研究发放政府补助是否激励企业改善企业研发活动投入不足的问题，以提升整

体市场的技术创新。在评估企业技术创新实力时，本文选取了研发费用率这一指

标，将长安汽车与同行业（（行业市值前十均值））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揭示出

企业在研发投入上的强度和力度。同时，本文亦将企业的专利数量作为衡量研发

产出的重要标准，以此来综合评估企业的研发能力。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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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长安汽车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实际情况和行业地位。

由表 4.22 可知，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表明

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重视，虽然这一比例在不同年份有所波动，但整体上保持在

4.5%以上，显示出长安汽车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持续投入。这种投入有助于企业开

发新产品、改进现有产品，提升市场竞争力，从而推动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资本化研发投入是企业将研发投入转化为具有商业价值的资产的过程。从数

据上看，长安汽车的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在不同年份有所波动，但

整体上保持在较高水平。这表明企业在研发过程中能够将一部分投入转化为具有

商业价值的资产，从而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资本化研发投

入的增加有助于企业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推动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转型。

同时，资本化研发投入也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和现金流入，为企业的

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长安汽车的研发费用率与行业市值前十均值相比，整体上处于较高水平。这

表明长安汽车在研发投入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

政府补助的支持。政府补助的减少可能会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成长能力产生一定

的影响，但长安汽车在过去几年中展现出的持续投入和创新活力表明，企业已经

具备了较强的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

表 4.22 2018—2022年长安汽车研发投入、研发支出与研发费用率表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件） 1225 1415 1474 1633 2148

政府补助（亿元） 28.73 15.38 7.98 13.36 11.34

研发支出（亿元） 44.65 44.78 38.77 48.27 56.78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6.73 6.34 4.58 4.59 4.68

资本化研发投入占研发投入的比例（%） 28.67 29.24 25.48 27.18 23.99

研发费用率（长安汽车）（%） 3.84 4.49 3.73 3.34 3.56

研发费用率（行业市值前十均值）（%） 2.67 3.12 3.01 2.89 3.36

数据来源：长安汽车年度财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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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17 所示，从研发投入来看，长安汽车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研发支

出，即使在政府补助减少的年份，如 2019 年和 2020 年，其研发支出并没有出现

大幅度的下滑。这表明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有一定的自有资金支持，并不完全依

赖于政府补助。长安汽车的研发支出在过去几年中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如 2022

年研发支出达到了 56.78 亿元，相较于 2018 年的 44.65 亿元有了显著增长。这种

持续且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重要保障。

与研发支出的持续增长相呼应，长安汽车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也呈现出明显

的上升趋势。这充分证明了随着企业研发资金的增加，企业的研发产出能力也在

持续提高。从数据上看，长安汽车从 2018 年至 2022 年间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从

1225 件增长到 2148 件，表明其研发投入得到了高效的转化和应用。2022 年长安

汽车更是研发投入超 56 亿元，用来开发新产品、智能电动数字化平台、全新一

代纯电智能整车平台和多动力兼容架构整车平台等，提升市场竞争力。在 2022

年专利公开量方面（涵盖所有类型），长安汽车以 9322 件的专利公开量和 27.82%

的增长率跃居榜首。这一成绩不仅体现了长安汽车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的卓越实力，也反映了其对于未来市场发展的高度重视和战略布局。

尽管政府补助政策在不断退坡，但长安汽车依然保持了强劲的研发势头和专

利产出。这不仅证明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自我驱动力和核心竞争力，也反映了

企业在努力减少对政府补助的依赖，转向更为自主和可持续的创新发展模式。

图 4.17 2018—2022年长安汽车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产出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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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补助提升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的建议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持续向好和消费者绿色消费观念的日益普及，国家

为实现“双碳”目标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出台扶持政策以加速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崛起。当前，新能源汽车市场已呈现出蓬勃活力和巨大潜力。针对 2024

年新能源汽车国家补助政策的延续，本文旨在为长安汽车量身定制一系列策略优

化建议，旨在通过有效利用政府补助资金，进一步激发市场消费潜力，提升长安

汽车的销量和市场份额，进而为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5.1 企业层面提升建议

5.1.1 提升政府补助资金使用效率

提升政府补助资金使用效率是长安汽车在企业层面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政

府补助资金对长安汽车而言，不仅是重要的经济资源，更是推动企业高效发展和

社会责任履行的关键力量。为了最大化发挥这些资金的作用，长安汽车需要确立

清晰的使用目标和方向，确保资金能够精准地投入到企业最具潜力和最需要的领

域。这要求企业对自身的经营状况、市场需求和技术趋势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资金使用计划。根据前文分析，2018—2021 年现金比率的持

续下滑反映了长安汽车短期偿债能力的减弱，加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并对其经

营稳定性构成了威胁。直至 2022 年，企业的现金比率才有所回升，这意味着长

安汽车开始意识到其在资金管理上的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改进。

对于长安汽车而言，要想实现长期稳健的发展，仍需持续优化其资金管理和

资源配置策略，提高产能和经营效率，并积极探索更有效的政府补助资金利用方

式，以全面提升其财务健康度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建立健全的政府补助资金管

理机制也至关重要，包括明确审批流程、设立专门的管理团队和监督机制，以确

保资金的安全、合规和高效使用。此外，长安汽车还应注重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估，

通过定期评估和审计，及时发现并纠正资金使用中的问题和不足。最后，企业还

应积极探索与其他资金来源的协同使用方式，如结合企业自有资金和社会资本，

共同投入到市场前景广阔的项目中，以实现资金的杠杆效应和放大效应。通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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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策略性措施，长安汽车可以更加高效地使用政府补助资金，推动企业持续稳健

发展，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5.1.2 融合国家政策与技术优势

在当前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长安汽车应充分融合

国家政策优势与技术趋势，以实现企业的全面升级和发展。首先，紧跟国家新能

源汽车政策是关键，近年来，在补贴退坡背景下，政府仍然为新能源汽车行业提

供了诸如提高购车补贴、免征购置税等优惠政策，长安汽车应敏锐捕捉这些政策

机遇。其次，把握智能网联技术趋势也至关重要，企业应利用政府补助资金加强

在智能网联技术领域的研发和应用，推出更多具有创新性和竞争力的智能网联汽

车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并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加强国际合作与交

流也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企业应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导向，加强与国际知名

汽车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提升自身能力水平。最后，

注重绿色制造与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企业应利用政府补助资金

推动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以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将

有助于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并赢得消费者信任与好感度提升，进而对财务绩效产

生积极影响。通过这些综合性措施的实施，长安汽车有望实现全面升级发展并不

断提升自身竞争力与财务绩效水平。

5.1.3 提升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

长安汽车在获得政府补助的同时，应该深刻认识到，企业长远发展的根本动

力源于内部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实力。因此，企业应坚定不移地增加在研发创新领

域的投入，包括加大对研发经费的拨付、引进具备高度专业素养的人才以及构建

先进的创新平台等。通过这些举措，长安汽车能够持续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准和创

新能力，从而研发出更多具备市场竞争优势的新产品与新技术。这不仅有助于企

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更能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其在行业内的地位

与影响力。2018 年和 2019 年长安汽车的销售费用是研发费用的两倍以上，长安

汽车在当时更注重营销而对于自主品牌研发方面的力度显然不够。

此外，长安汽车还应积极寻求与外部资源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与高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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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等单位的深度合作。通过与这些机构共享资源、共同研究，可以加速新技

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这种开放、合作的创新

模式，对于提升长安汽车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其未来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5.2 政府层面提升建议

5.2.1 增强政策引导与统筹力度

2024 年对于新能源车企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年份，这一年的竞争将变得

异常激烈。在碳酸锂价格下跌、电池成本降低以及造车成本的下降等因素的推动

下，随着新能源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规模效应的形成，产品的利润空间将进一步扩

大。然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企也将迎来一波“降价潮”。2024 年年初，包括

长安、比亚迪、奇瑞、哪吒、上海大众、一汽大众、飞凡、智己、现代、特斯拉、

零跑、小鹏、埃安等多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已经宣布将降低产品售价，通过降价获

取更大的市场份额，是众多车企的必然选择。此时，延续了十几年的新能源汽车

购置补助政策的逐渐退坡，对新能源车企造成了进一步的压力，总体来看，2024

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政府对相关政策的引导与统筹力度的增强显

得至关重要。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其引导作用，通过制

定和实施一系列精细化、有针对性的地方补助政策，来有效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拓展和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提升。这些政策不仅应明确具体的实施时间、细则及

有效期限，以保持市场的相对稳定和预期明确，还应辅以相应的配套措施，如“以

旧换新”补助、消费券发放时间延长等，从而构建起一套完整、协调的政策体系，

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并促进新能源汽车的广泛应用。同时，政府还应积极鼓励企业

进行技术创新和差异化发展，通过加大专利保护和创新奖励力度，为企业营造良

好的创新环境，进一步激发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5.2.2 推进地方性立法建设

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日益成熟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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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相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此，加强地方性

立法建设，构建全面、系统的法制保障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地方政府应加快完善

与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相关的法规和标准体系，明确自动驾驶系统的法律

地位、产品准入标准以及事故责任界定等核心问题。这将为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

合规运营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通过加强网络

安全、数据安全和功能安全等方面的法规建设，确保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提升消费者信心和满意度。这些举措将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

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为地方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注入新的动力。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需关注新能源汽车产业配套设施的地方性法规建设。

充电桩的布局、建设和使用，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等问题，都直接影响着新能源

汽车的推广和普及。通过制定相关法规，推动充电桩设施的合理布局和便捷使用，

提高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率，可以有效降低环境污染，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整

体竞争力。此外，地方政府还应加强与市场主体、行业协会等各方的沟通协作，

形成推动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发展的合力。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持

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

发展。这将为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

时也为地方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进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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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从长安汽车企业近年来受政府补助的整体情况出发，通过 DEA 模型评

价企业综合财务绩效，并对财务能力绩效表现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补

助对长安汽车企业的综合财务绩效有正向作用，但影响并非完全线性。具体结论

可从以下六个方面阐述：

6.1.1 政府补助促进企业形成长期资产

政府补助对于长安汽车企业而言，不仅增加了当期的利润收入，更重要的是

促进了企业长期资产的形成。补助资金的投入有助于企业扩大资产规模，优化资

产结构，从而为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长安汽车企业在政府补助

的支持下，逐步实现了规模和投入产出的最优匹配，体现了补助资金在促进企业

长期资产形成方面的积极作用。由前文分析可以看出，长安汽车的净资产收益率

在五年间经历了波动后最终实现显著增长。特别是在面临市场挑战和困境时（如

2018 年和 2019 年），政府补助起到了关键作用，帮助企业维持或提升盈利能力，

从而为其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6.1.2 政府补助可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政府补助的流入有效缓解了长安汽车企业的资金压力。在前文中的数据可以

发现尽管政府补助的金额在不同年份有所波动，但它始终是企业资金来源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企业面临市场波动、技术研发等资金需求时，政府补助为企业提供

了及时的资金支持，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财务风险。这对于保障企业的稳健

运营和持续创新具有重要意义。DEA 模型研究的结论也表明，在政府补助的投

入下，长安汽车企业实现了相对高效的资源利用和产出效果，说明了政府补助有

助于企业缓解资金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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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政府补助可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政府补助在提升长安汽车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补助资金鼓

励企业加大在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等方面的投入，推动企业不断优化和更新产品，

提升市场竞争力。长安汽车企业凭借政府补助的支持，成功培育了自身的核心技

术能力和科研成果，保持了在行业中的领先地位。本文建立长安汽车综合财务绩

效评价体系，基于 DEA—BBC 模型，计算得出 2022 年长安汽车 DEA 分析结果

显示为最优，说明企业在相同的投入水平下，相较于其他同类企业，能够获得更

高的产出或更好的绩效。DEA 模型分析的结果意味着长安汽车在研发创新、产

品质量、市场营销、供应链管理等方面表现出色，从而使其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脱颖而出，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6.1.4 政府补助改善现金流作用有限

理论上讲，政府补助对长安汽车的现金流改善会起到了积极作用。补助资金

的流入增加了企业的现金储备，提高了企业的流动性和抗风险能力。这对于保障

企业的正常运营、应对市场变化以及把握投资机会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由前文分析可知，2018—2021 年长安汽车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不足。

长安汽车在这段期间显然未能充分利用其闲置资金，资源配置存在不合理之处。

尽管政府在此期间提供了大量的补助资金，这些资金理论上应当能够增强企业的

流动性和套现能力，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企业的套现能力依然显得疲软，这表

明政府补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现

金流问题。

6.1.5 政府补助传递利好消息

政府补助的发放向市场传递了利好消息，增强了投资者对长安汽车企业的信

心。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和投融资水平，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

同时，政府补助的示范效应也鼓励了其他社会资本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投入，进

一步推动了行业的繁荣发展。前文中分析可知，政府补助通过信号传递效应缓解

企业的融资约束，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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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政府补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

政府补助作为一种政策激励手段，有效激发了长安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力。

在补助资金的支持下，企业加大了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推动了技术进步

和产业升级。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为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

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政府补助可以直接用于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降低研发成本

和风险，从而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在长安汽车的研发成果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长安汽车

2018 年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从 1225 件增加到 2022 年的 2148 件，证明了长安汽

车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实力，也反映了政府补助在激励企业创新方面的有效性。

DEA 最优也结果表明，在政府补助的支持下，长安汽车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

得了良好效果，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

综上所述，政府补助在促进长安汽车企业长期发展、缓解资金压力、提升核

心竞争力、改善现金流、传递利好消息以及激励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且长安汽车对政府补助没有表现出依赖状态。然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不

断成熟和政府补助政策的逐步调整，长安汽车需进一步减少对政府补助的依赖，

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加强内部管理和经营创新，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6.2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然力求深入与全面，但由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性以及研究者自身能力

的约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案例企业的选择上，本研究仅

基于特定企业的基本情况来选取分析指标，这样的做法难以全面反映企业的整体

经营状态。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经营绩效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国家政策导向、行业

动态变化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单纯依赖财务指标来评价其

财务绩效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其次，鉴于新能源汽车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本研究所能获取的行业样本数

量及相关数据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得研究结

论的适用性和普遍性受到一定影响。

针对以上研究局限，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拓展和深化。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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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从当前的案例研究逐步过渡到对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深入

分析，以揭示行业层面的共性问题和发展趋势。其次，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上，

应充分考虑非财务指标的影响，如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研发投入等，以更

全面地评价企业的财务绩效。最后，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不断发展和成熟，行

业样本和数据来源将更加丰富和广泛。未来的研究可以利用这些更为丰富的数据

资源，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财务绩效评价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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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2018-2021 年 15 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财务数据

表 1.1 2018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财务数据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39,842.66 0.80% 55.62% 10.04 -83.91%

长安汽车 287,319.21 1.55% 50.63% 11.81 -89.68%

一汽解放 3,840.22 3.42% 56.34% 9.16 9.36%

比亚迪 207,266.50 5.90% 68.81% 4.71 -28.55%

东风汽车 2,991.30 7.58% 61.99% 7.35 697.79%

宇通客车 27,691.04 14.39% 54.47% 6.86 -31.55%

上汽集团 358,363.71 17.39% 63.63% 14.13 -1.82%

福田汽车 20,130.91 -21.24% 74.17% 7.77 -15842.28%

江淮汽车 127,779.91 -9.81% 71.10% 24.76 -765.05%

北汽蓝谷 91,789.11 0.89% 62.49% 21.88 -57.24%

华域汽车 62,973.87 19.98% 59.14% 12.69 4.57%

赛力斯 20,546.67 7.80% 72.92% 9.91 -62.67%

广汽集团 116,967.36 14.76% 41.02% 11.56 -8.60%

长城汽车 32,248.84 10.29% 52.87% 16.26 -2.72%

力帆科技 6,245.58 3.33% 72.94% 4.37 53.17%

数据来源：通过国泰安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共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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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2019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财务数据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46,681.81 1.42% 56.80% 10.98 59.24%

长安汽车 153,762.56 -5.88% 54.99% 14.53 -484.72%

一汽解放 21,659.12 0.47% 58.71% 7.46 -86.07%

比亚迪 148,366.20 3.44% 68.00% 4.12 -42.23%

东风汽车 2,035.31 5.46% 59.11% 5.74 -26.95%

宇通客车 21,983.48 11.39% 51.76% 5.62 -20.13%

上汽集团 471,810.52 12.05% 64.58% 12.81 -31.00%

福田汽车 14,346.93 0.96% 71.39% 8.65 104.02%

江淮汽车 111,715.97 1.25% 68.75% 17.37 112.11%

北汽蓝谷 104,173.94 0.02% 70.15% 6.69 -97.52%

华域汽车 62,533.56 15.03% 57.81% 10.94 -24.13%

赛力斯 53,129.26 1.13% 73.76% 7.46 -84.60%

广汽集团 290,152.12 8.37% 39.99% 8.08 -42.06%

长城汽车 60,918.78 8.46% 51.90% 14.92 -16.38%

力帆科技 3,463.20 -90.36% 85.40% 5.70 -5164.85%

数据来源：通过国泰安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共同整理

表 1.3 2020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财务数据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27,775.67 5.13% 61.02% 13.65 255.95%

长安汽车 79,790.14 6.75% 55.77% 15.51 201.98%

一汽解放 29,747.05 9.95% 61.77% 5.21 2179.24%

比亚迪 167,808.90 9.47% 67.94% 4.43 175.67%

东风汽车 3,371.05 7.00% 59.87% 4.87 27.13%

宇通客车 36,479.54 3.13% 53.64% 3.81 -6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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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3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上汽集团 307,886.05 9.56% 66.28% 10.42 -19.74%

福田汽车 30,581.61 0.92% 70.74% 10.17 -5.06%

江淮汽车 130,292.48 1.81% 66.96% 16.66 43.05%

北汽蓝谷 11,300.13 -44.61% 73.91% 1.38 -258340.89%

华域汽车 47,397.40 11.94% 61.32% 7.56 -17.34%

赛力斯 62,560.90 -33.17% 78.61% 6.46 -3757.05%

广汽集团 128,132.38 7.16% 39.32% 8.66 -14.21%

长城汽车 126,697.76 9.60% 62.77% 12.45 12.28%

力帆科技 2,552.61 0.78% 37.50% 1.77 100.29%

数据来源：通过国泰安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共同整理

表 1.4 2021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财务数据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55,283.14 5.88% 67.54% 14.83 33.89%

长安汽车 133,595.21 6.59% 58.74% 13.67 4.92%

一汽解放 33,604.44 15.35% 62.39% 6.08 38.22%

比亚迪 226,348.50 4.70% 64.76% 5.03 -59.21%

东风汽车 4,950.19 4.66% 58.27% 5.78 -32.58%

宇通客车 38,916.54 4.06% 52.30% 3.40 21.52%

上汽集团 403,230.68 10.63% 64.14% 10.90 9.66%

福田汽车 22,968.52 -39.06% 78.54% 8.53 -5398.65%

江淮汽车 200,470.89 0.09% 65.78% 16.33 -95.42%

北汽蓝谷 13,073.94 -44.82% 70.10% 3.24 22.23%

华域汽车 65,862.00 14.29% 65.11% 6.11 24.15%

赛力斯 29,739.29 -39.42% 75.86% 6.78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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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广汽集团 99,470.67 8.25% 39.95% 9.39 14.31%

长城汽车 219,568.30 11.26% 64.58% 10.66 15.75%

力帆科技 880.05 0.69% 35.91% 1.36 41.76%

数据来源：通过国泰安数据库、Choice 数据库共同整理

（2）2018—2021 年 15 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无量纲化处理的财务数据

表 1.5 2018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财务数据表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0.1933 0.5813 0.6038 0.3503 0.9575

长安汽车 0.8201 0.5975 0.7391 0.4283 0.9572

一汽解放 0.1021 0.6384 0.5842 0.3111 0.9625

比亚迪 0.6173 0.6925 0.2456 0.1147 0.9605

东风汽车 0.1000 0.7293 0.4307 0.2314 1.0000

宇通客车 0.1626 0.8780 0.6350 0.2100 0.9603

上汽集团 1.0000 0.9434 0.3863 0.5308 0.9619

福田汽车 0.1434 0.1000 0.1000 0.2498 0.1000

江淮汽车 0.4160 0.3497 0.1833 1.0000 0.9204

北汽蓝谷 0.3249 0.5831 0.4172 0.8728 0.9589

华域汽车 0.2519 1.0000 0.5082 0.4671 0.9623

赛力斯 0.1445 0.7341 0.1340 0.3443 0.9586

广汽集团 0.3887 0.8860 1.0000 0.4173 0.9616

长城汽车 0.1741 0.7886 0.6783 0.6250 0.9619

力帆科技 0.1082 0.6364 0.1334 0.1000 0.9649

数据来源：整理原始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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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2019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财务数据表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0.1855 0.8837 0.6668 0.5657 0.9910

长安汽车 0.3907 0.8214 0.7027 0.8068 0.8982

一汽解放 0.1376 0.8757 0.6290 0.3270 0.9662

比亚迪 0.3803 0.9010 0.4448 0.1000 0.9737

东风汽车 0.1000 0.9183 0.6211 0.2101 0.9763

宇通客车 0.1382 0.9689 0.7668 0.2017 0.9774

上汽集团 1.0000 0.9746 0.5127 0.6904 0.9756

福田汽车 0.1236 0.8799 0.3777 0.4076 0.9986

江淮汽车 0.3101 0.8823 0.4300 1.0000 1.0000

北汽蓝谷 0.2957 0.8718 0.4023 0.2748 0.9642

华域汽车 0.2159 1.0000 0.6469 0.5630 0.9768

赛力斯 0.1979 0.8813 0.3306 0.3266 0.9665

广汽集团 0.6520 0.9431 1.0000 0.3687 0.9737

长城汽车 0.2128 0.9439 0.7640 0.8334 0.9781

力帆科技 0.1027 0.1000 0.1000 0.2075 0.1000

数据来源：整理原始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得出

表 1.7 2020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财务数据表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0.1743 0.8916 0.4851 0.8226 0.9934

长安汽车 0.3277 0.9174 0.6001 0.9327 0.9932

一汽解放 0.1802 0.9684 0.4688 0.3253 1.0000

比亚迪 0.5871 0.9606 0.3337 0.2798 0.9931

东风汽车 0.1024 0.9215 0.5103 0.3057 0.9926

宇通客车 0.2000 0.8597 0.6467 0.2430 0.9922

上汽集团 1.0000 0.9621 0.3700 0.6328 0.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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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福田汽车 0.1826 0.8246 0.2724 0.6177 0.9925

江淮汽车 0.4765 0.8387 0.3550 1.0000 0.9926

北汽蓝谷 0.1258 0.1000 0.2030 0.1000 0.1000

华域汽车 0.2322 1.0000 0.4785 0.4643 0.9924

赛力斯 0.2769 0.2821 0.1000 0.3995 0.9795

广汽集团 0.4702 0.9239 0.9603 0.5288 0.9924

长城汽车 0.4659 0.9627 0.4468 0.7524 0.9925

力帆科技 0.1000 0.8224 1.0000 0.1229 0.9928

数据来源：整理原始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得出

表 1.8 2021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财务数据表

公司简称 政府补助（万元） 净资产收益率 资产负债率 存货周转率 净资产增长率

江铃汽车 0.2217 0.8583 0.3322 0.9096 0.9987

长安汽车 0.3969 0.8690 0.5180 0.8400 0.9939

一汽解放 0.1732 1.0000 0.4411 0.3833 0.9994

比亚迪 0.6043 0.8407 0.3910 0.3204 0.9833

东风汽车 0.1091 0.8401 0.5280 0.3654 0.9877

宇通客车 0.1851 0.8312 0.6540 0.2223 0.9967

上汽集团 1.0000 0.9293 0.4040 0.6731 0.9947

福田汽车 0.1494 0.1862 0.1000 0.5310 0.1000

江淮汽车 0.5465 0.7717 0.3694 1.0000 0.9773

北汽蓝谷 0.1273 0.1000 0.2782 0.2127 0.9968

华域汽车 0.2454 0.9841 0.3835 0.3853 0.9971

赛力斯 0.1646 0.1808 0.1565 0.4255 0.9955

广汽集团 0.3205 0.8937 0.9147 0.5824 0.9955

长城汽车 0.5892 0.9388 0.3947 0.6586 0.9957

力帆科技 0.1000 0.7808 1.0000 0.1000 1.0000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政府补助下长安汽车财务绩效研究

85

数据来源：整理原始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得出

（3）2018—2021 年 15 家新能源汽车企业政府补助效率表

表 1.9 2021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计算得出的政府补助效率具体数据表

公司简称 技术效益 PTE 规模效益 SE(k) 综合效益 OE(θ) 规模收益

江铃汽车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长安汽车 1 0.543 0.543 规模报酬递减

一汽解放 1 0.748 0.748 规模报酬递减

比亚迪 0.181 0.996 0.18 规模报酬递减

东风汽车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宇通客车 0.622 0.93 0.579 规模报酬递减

上汽集团 0.462 0.381 0.176 规模报酬递减

福田汽车 0.96 0.903 0.866 规模报酬递增

江淮汽车 1 0.446 0.446 规模报酬递减

北汽蓝谷 0.857 0.954 0.817 规模报酬递减

华域汽车 0.683 0.761 0.52 规模报酬递减

赛力斯 0.842 0.878 0.74 规模报酬递减

广汽集团 1 0.561 0.561 规模报酬递减

长城汽车 1 0.294 0.294 规模报酬递减

力帆科技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出

表 1.10 2020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计算得出的政府补助效率具体数据表

公司简称 技术效益 PTE 规模效益 SE(k) 综合效益 OE(θ) 规模收益

江铃汽车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长安汽车 1 0.615 0.615 规模报酬递减

一汽解放 1 0.6 0.6 规模报酬递减

比亚迪 0.285 0.639 0.182 规模报酬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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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0

公司简称 技术效益 PTE 规模效益 SE(k) 综合效益 OE(θ) 规模收益

东风汽车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宇通客车 0.508 1 0.508 规模报酬递增

上汽集团 0.243 0.625 0.152 规模报酬递减

福田汽车 0.798 1 0.798 规模报酬递增

江淮汽车 1 0.445 0.445 规模报酬递减

北汽蓝谷 0.795 0.327 0.26 规模报酬递增

华域汽车 1 0.56 0.56 规模报酬递减

赛力斯 0.417 0.993 0.414 规模报酬递增

广汽集团 1 0.348 0.348 规模报酬递减

长城汽车 1 0.362 0.362 规模报酬递减

力帆科技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出

表 1.11 2019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计算得出的政府补助效率具体数据表

公司简称 技术效益 PTE 规模效益 SE(k) 综合效益 OE(θ) 规模收益

江铃汽车 1 0.88 0.88 规模报酬递减

长安汽车 0.53 0.994 0.527 规模报酬递增

一汽解放 0.875 0.996 0.872 规模报酬递增

比亚迪 0.263 0.997 0.262 规模报酬递增

东风汽车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宇通客车 1 0.893 0.893 规模报酬递减

上汽集团 1 0.185 0.185 规模报酬递减

福田汽车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江淮汽车 1 0.823 0.823 规模报酬递减

北汽蓝谷 0.364 0.986 0.359 规模报酬递增

华域汽车 1 0.765 0.765 规模报酬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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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1

公司简称 技术效益 PTE 规模效益 SE(k) 综合效益 OE(θ) 规模收益

赛力斯 0.576 0.99 0.57 规模报酬递增

广汽集团 1 0.254 0.254 规模报酬递减

长城汽车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力帆科技 0.974 0.53 0.516 规模报酬递增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出

表 1.11 2018年 15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经过计算得出的政府补助效率具体数据表

公司简称 技术效益 PTE 规模效益 SE(k) 综合效益 OE(θ) 规模收益

江铃汽车 0.602 0.958 0.577 规模报酬递减

长安汽车 0.257 0.648 0.166 规模报酬递减

一汽解放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比亚迪 0.162 0.96 0.156 规模报酬递增

东风汽车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宇通客车 1 0.791 0.791 规模报酬递减

上汽集团 1 0.165 0.165 规模报酬递减

福田汽车 0.701 0.692 0.485 规模报酬递增

江淮汽车 1 0.67 0.67 规模报酬递减

北汽蓝谷 1 0.748 0.748 规模报酬递减

华域汽车 1 0.624 0.624 规模报酬递减

赛力斯 0.829 0.966 0.8 规模报酬递减

广汽集团 1 0.45 0.45 规模报酬递减

长城汽车 1 1 1 规模报酬固定

力帆科技 0.924 0.965 0.892 规模报酬递增

数据来源：通过 Deap2.1 软件计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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