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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总体方案探索与实践

——以普天公司运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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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用商业生态系统理论，提出立足企业、依托政府和面向市场，打造完整的电动汽车商业生态系统，促

进电动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的总体解决方案，并在中国普天电动汽车应用领域进行的创新实践中得到了验证。本文探索

提出的总体解决方案，为打造电动汽车产业有序健康发展的生态链提供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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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Business Eco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put forward the overall solu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hicles industry as basing on enterprise itself, relying on the government, and orient towards the 

market to create an integral new energy vehicle industry ecosystem and accelerate its sound development. This 

solution, which was already verified in the innovation of practic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new energy vehicles 

by Potevio, aimed at creating an orderly and sound ecology chain in new energy vehicles industry, as well as 

provid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model for the new energy vehicles operation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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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37.5亿吨

标煤 [1]，是1980年的6倍；石油表观消费量达到

4.98亿吨，对外依存度达58.1%[2]。汽车行业在

成为最大的石油消耗大户的同时，汽车尾气排放

的一氧化碳、碳氢化物、氮化物等污染物也成为

我国60%以上城市的主要污染源，更成为飞舞在

我国大中型城市上空的“杀人蜂”。毫无疑义，

发展电动汽车（以下电动汽车专指纯电动汽车和

混合动力电动汽车）不仅是改变能源消费结构、

缓解能源危机的战略举措，也是杜绝汽车废气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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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治理环境污染的必然选择。

从产业发展上看，中国汽车产业从1978年

累计销量15万辆到2013年突破2100万辆 [3]，增

长超过140倍，实现了规模上的跨越，但产业发

展滞后、大而不强的状况依然存在。发展电动汽

车使我们获得了与西方汽车产业强国同时起跑、

同步赛跑、弯道超车的历史性发展机遇。然而，

尽管发展电动汽车意义重大，但面临的经济性、

安全性、便利性等难题还需逐步破解 [4]。例如售

价偏高，即使考虑政策补贴后对消费者仍缺乏足

够的吸引力；在使用过程中曾发生过电池爆炸和

车体燃烧等事故，也引发消费者对安全的担忧。

特别是配套的充电基础设施不完善，服务支持不

到位等，都是影响电动汽车推广使用的不利因

素。如何破解以上难题？我国专家、学者从不同

角度提出了发展策略。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3个

方面：一是建议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电动汽车

示范推广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 [5]；二是倡议加

大对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技术的研发投入和

技术创新 [6]；三是呼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间的配

合协作。应该说，这些策略虽不足以成为解决问

题难题的总体方案，但也成为推动我国电动汽车

发展的正能量。

近年来，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普天”或“普天”）创新电动汽车运营

服务的商业模式，通过探索实践带动电动汽车大

规模商业化应用取得了初步成功，得到业界广泛

认可。笔者认为，为打造电动汽车产业生态系统

创新的普天模式，有效破解电动汽车推广中遇到

的经济性、安全性、便利性等关键难题，有望成

为我国电动汽车产业良性有序发展的总体方案，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 总体解决方案概述

中国普天推出的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总体解决

方案，其理论基础是商业生态系统理论。商业生

态系统理论借用自然生态学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组

织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 [7]。据此，笔者从自

然生态学的视角，基于一粒种子的发育和成长离

不开温暖的阳光、肥沃的土壤和充裕的水分等必

需的外部条件所带来的启示，提出了以创新为内

生动力，立足企业，依托政府和面向市场，实施

电动汽车运营商业模式，打造完整的电动汽车商

业生态系统，构建电动汽车产业在我国快速健康

发展的总体解决方案。

建立电动汽车商业生态系统，既需要中央政

府高屋建瓴，做好产业宏观政策的顶层设计，为

电动汽车提供温暖的阳光，也需要各省市地方政

府脚踏实地，做好政策落地引导，协调好各方关

系，统筹规划发展，为电动汽车提供肥沃的土壤

和充裕的水分，更需要企业勇于创新商业模式，

合理布局智能化电动汽车基础设施运营网络，解

决消费者驾驶电动汽车面临的经济性、安全性、

便利性等关键难题，带动电动汽车不断扩大规模

应用，使电动汽车产业链这粒种子在适宜的商业

生态系统下茁壮成长。

3 总体解决方案的主要内容

3.1 注重顶层设计

当前，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都从产业政

策设计层面着力加强对电动汽车产业的支持和引

导。美国政府在产业政策的顶层设计推动方面尤

为突出，形成了包括激励类、保障类、限制类等

促进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一揽子政策，建立了一

套完备的鼓励创新的政策体系环境 [8]。

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在国家“十城千辆示范推

广应用”的实践中起步。国务院相关部委已经出

台了购车补贴等多项产业支持政策，今后还将进

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加快制定完整配套的政策规

定，形成一揽子国家层面支持电动产业发展的政

策体系。一方面结合产业的发展阶段和特点，充

分体现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另一方面统筹兼

顾，既要考虑对电动汽车及动力电池等关键技术

的研发支持，更要统筹考虑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及网络运营的鼓励扶持。

3.2 立足长远，规划先行

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在不断推进经济发展

的同时，“五位一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日益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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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省市地方政府的重视。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建

设、推广使用以及带动地方电动产业链发展，构

建紧密协调、立体同步的生态系统，已成为各省

市地方政府的施政首选，而立足长远，做好政策

落地引导，协调各方关系，统筹规划发展更是其

中的关键。

在做好政策落地引导方面，一是要配合一

揽子国家层面的政策体系，出台各省市支持电动

汽车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包括电动汽车推广使

用和电动汽车运营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政策；二

是要创新电动汽车充电收费规则，比照“燃油对

价”，建立电动汽车充电运营的服务定价机制，

使消费者在没有增加能源成本的条件下乐意使用

电动汽车；三是要厘清电动汽车推广使用中参与

各方的权责及投入产出关系，创造引导电动汽车

规模化应用的良好环境。

协调各方关系的重点，一是协调好地方规

划、建设、土地、环境影响评价等部门的职责权

力，落实建设用地，推进充电设施建设方案的立

项、实施和验收工作；二是在当前我国电动汽车

产业还缺乏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基本规范的情况

下，协调好不同地方、不同建设主体间的关系，

使不同类型车辆与充电设备之间得以兼容，甚至

不同建设主体间充电基础设施能够实现互连互

通，统一调度、集中监管。

在统筹规划发展方面，一是与城市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相匹配，以电动汽车运营产业发展带动

整个产业链转型升级；二是与城市交通规划发展

相匹配，构建电动汽车多样化推广应用的比较优

势；三是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要与城市交

通、电力供应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相匹配，做到

统筹兼顾，合理均衡，避免重复建设，提高设施

利用效率，满足电动汽车规模应用的需求。

3.3 创新商业模式，布局智能网络

电动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市场应用的带

动。以市场为导向，借电动汽车的真正商业化、

规模化应用推广之机带动产品和技术的提升，吸

引优势的技术研发、产品制造企业合作，形成集

聚效应，打造电动汽车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进

一步带动城市电动汽车产业的全面发展。

（1）创新租赁模式，化解电动汽车高成本带

来的经济性难题。在当前条件下，与同级别的传

统燃油汽车相比，电动汽车的售价大致是传统燃

油汽车的两倍。为使消费者避免承担高昂的电动

汽车与动力电池的购置成本，创新整车租赁与分

时租赁模式就成为十分有效的解决方案。整车

租赁可使地方政府部门将公交车辆的一次性大额

投资分解到合理的年度租金预算；分时租赁可使

一辆电动出租车满足更多人在不同时间的用车需

求，使用效率大为提高 [9]。据此，电动汽车因高

成本带来的经济性难题得以化解，促进了电动运

营资产的复合利用。

（2）创新充电运维网络的智能管理模式，化

解电动汽车充电与运行的安全性、便捷性难题。

建设智能化管理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作为电动

汽车日常使用的监控平台与服务中心，是电动汽

车充电与运行的安全性、便捷性难题的解决方

案 [10]，也是支撑电动汽车发展的重要保障。通

过采集分析车辆行驶数据及基础设施运行数据，

利用云计算技术，有效提高充换电网络运营服务

效率；利用物联网感知、数据采集技术，实现充

电设施、车辆和电池实时监控，建立应急处理机

制，为电动车充电运行提供安全保障；为电动

汽车充电运营提供充电监控、能量管理、位置

服务、刷价计费、清分结算、客户管理、统一

呼叫、统计分析等应用服务。通过发布移动终

端APP，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充电查询、充电预

约、消费查询等服务，提升电动汽车使用的便利

性。

（3）以创新运营产业为核心，引导生产企业

技术进步的市场拉动模式，打造电动汽车产业

有序健康发展的生态链。电动汽车的大力发展

时间相对较短，其车辆结构与传统车辆存在较大

的差异。车辆应用经验数据较少，特别是各企业

自身的车型数量以及运行里程数据不充分，缺少

必要的数据经验来支撑车辆的技术研发和生产制

造。目前主要应用的车型运行时间也处于较低的

水平，相互之间缺少可借鉴或直接利用的数据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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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通过建立智能化充电运维网络，将形成多维

度、全方位的数据融合，并具备各类车型运行数

据和用户对比数据，有利于不同企业内部车辆的

数据跟踪以及不同企业不同车辆间的数据对比，

形成综合性的数据分析与研发支持平台，以促进

产品的技术升级和制造程序与技术标准的升级，

进一步提供电动汽车全系统的技术水平，构建运

营市场拉动、产品不断改进的良性循环，形成促

进电动汽车产业有序健康发展的生态系统。 

4 总体解决方案的实践应用

上述总体解决方案，得到了中国普天的充

分认可并付诸实践，并在实践验证中不断丰富完

善。

针对消费者层面对电动汽车政策理解不深、

接受度不高的起步阶段，普天以“裸车销售、电

池租赁、充换兼容、智能管理、刷卡消费”的20

字商业模式，破解了电动汽车初期商业化推广的

难题，赢得了落地实施。随着智能化充电运营网

络的扩大，电动汽车整车和电池技术有了较快提

升，普天结合实际不断创新，以“整车租赁、车

电分离、充维结合”的模式与深圳市深化运营合

作，以“双轮驱动、车网协同”的模式与上海、

合肥等城市合作开展电动汽车的租赁业务。进入

到当前规模应用阶段，普天结合实践对商业模式

总结提炼，优化为“整车租赁、车网智联、充维

结合、油电对价”。作为源于实践的最新成果，

这一新模式将为电动汽车产业总体解决方案的落

地实施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截至2013年底，中国普天已经和深圳、上

海、合肥等多个城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取得了

阶段成效。中国普天在深圳建成国内最大的电动

汽车充换电运营网络，拥有74座充换电站，服

务超过3800辆电动公交车和出租车；运营网络

从2010年到2013年历经3年建设运营，累计运营

车辆行驶里程3.78亿公里，累计充电车次72.2万

次，累计充电3800万度，节省燃油5900万升，

减少碳排放约4万吨，相当于种树40万棵；在发

改委、科技部等4部委电动汽车试点城市的综合

评比中名列第一，成为深圳新时期低碳发展的名

片。与此同时，通过反馈沟通电动汽车实时使用

情况，有效促进生产企业在车辆和电池方面取得

了可喜的技术进步，一个电动产业协调有序发展

生态系统的雏形正在形成。

5 结论

电动汽车产业不仅关系到国家能源和汽车工

业发展战略，而且减少废气排放和环境污染，是

一项利国利民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级政府、整车

企业、动力电池企业和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网络运

营商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笔者探索提出的

总体解决方案，为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打造完整

的电动汽车商业生态系统、促进电动汽车产业在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中国普天在推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基于上述总体解决方案，创新电动汽车智能

化网络运营服务的商业模式为打造电动汽车产业

发展的生态系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推动我国

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发展方向。

市场在不断变化，技术在不断进步，电动

汽车在推广应用中机遇和挑战并存。以智能化网

络运营服务为核心的电动汽车生态系统，将在市

场、技术的发展进步中不断创新完善，以无限的

生机与活力造福绿色出行，并迎来中国汽车工业

腾飞强国的灿烂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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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1293832/n11294132/n12858417/n12858612/ 1584915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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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决策数据挖掘、信息分析和可视化等关键技

术，构建支撑技术管理决策的信息服务系统。

（2）突破传统管理决策的信息资源支持模

式，对多类型的电动汽车信息资源进行统一集

成，并通过建构多维多类电动汽车元数据框架，

实现决策维、信息维和展示维的分类应用，夯实

创新管理决策所需的循证基础。

（3）与行业管理部门和技术专家共同开展

有决策数据、信息和分析工具支持的管理应用

示范，达到数据、工具与专家协同决策的管理

目标，实现“事实数据+专用工具方法+专家智

慧”的新型决策支持模式，形成电动汽车企业创

新和政府决策的一站式支撑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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