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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在华建厂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战略影响分析
张伟志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 300384）

摘　要：特斯拉在中国的 Gigafactory 3 的建立标志着全球新能源汽车（NEV）产业的一个关键时刻，对国内 NEV 制造商具有深
远的战略意义。本文考察了特斯拉位于上海的工厂对中国 NEV 产业的影响，探讨了由此产生的竞争压力、技术创新和市场机遇。
文章深入分析了特斯拉的市场渗透策略、其引入的“鲶鱼效应”以及行业内协作增长的潜力。本文还讨论了国内 NEV 公司面临的
挑战，包括技术瓶颈和降低成本的迫切性。此外，它还分析了政策环境以及中国 NEV 企业为在不断变化的市场格局中保持竞争力
所需的战略响应。研究强调了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和政策支持在促进中国 NEV 产业稳健和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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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Tesla's Gigafactory 3 in China marks a critical moment in the global new energy vehicle (NEV) industry 

and is of far-reaching strategic significance to domestic NEV manufactur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esla's Shanghai factory 

on China's NEV industry, and explores the resulting competitive pressur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market opportunities. The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esla's market penetration strategy, the "catfish effect" it introduced, and the potential for collaborative 

growth within the industry.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domestic NEV companies, including technical bottlenecks and 

the urgency to reduce costs. In addition, it analyzes the policy environment and the strategic responses required by Chinese NEV companies 

to remain competitive in the changing market landscape.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innovation, strategic partnerships, and policy 

support in promoting the robus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V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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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的加剧，新能源汽车产业作

为应对环境问题和能源转型的重要途径，正迅速成为全球汽车

产业竞争的焦点。特斯拉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领军企业，其

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战略，尤其是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对本土

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

车市场和新能源汽车生产国，其市场动态和产业政策对全球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影响。特斯拉在中国建立

超级工厂（Gigafactory 3）不仅加速了其全球扩张的步伐，

也为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和合作

机遇。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特斯拉在华建厂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战略影响，探讨其对市场竞争格局、技术创新、供应链整合、

就业市场等方面的具体影响。通过研究，旨在为本土新能源汽

车企业提供应对策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促进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研究成果也将为

其他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具有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 特斯拉与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

1.1 特斯拉公司概况
特斯拉公司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标杆，自 2003 年

成立以来，以其创新的电动汽车技术和商业模式，引领了全球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变革。公司不仅在电动汽车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还在太阳能能源、储能设备以及自

动驾驶技术等领域进行了广泛布局。特斯拉的愿景是通过推动

全球向可持续能源过渡，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进而减缓全

球气候变化。

1.2 新能源汽车产业现状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各国政府为了

推动能源转型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措施。然而，产业的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

包括技术瓶颈、成本问题、充电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消费者接受

度等。特斯拉在华建厂，不仅能够借助中国庞大的市场和完善

的供应链体系，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同时也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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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了技术示范和市场竞争压力，促使本土

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现状

2.1 产业发展历程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末，

当时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传统燃油车对环境的影响，并探索新

能源汽车作为替代方案。2009年，中国政府推出了“十城千辆”

示范工程，标志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化的正式启动。此后，通过

不断的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迅速

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在政策层面，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

惠、购车指标等措施，以促进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普及。这些

政策极大地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增长，吸引了大量企

业投入研发和生产。同时，中国政府还积极推动充电基础设施

的建设，以解决新能源汽车的续航和充电问题，进一步促进了

新能源汽车的普及。

在技术层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历了从依赖进口核心

技术到自主研发的转变。早期，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技术引进和

合作开发的方式，逐步掌握了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技术。

近年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中国企业在新能源汽车

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破，部分技术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

水平。

2.2 主要企业与产品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竞争力的企业，

如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等。这些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

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在国际市场上展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

实力。

比亚迪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领军企业，其产品线涵

盖了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汽车等多

种类型。比亚迪在电池技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自主研发的

“刀片电池”在安全性和能量密度方面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蔚来汽车则以其高端市场定位和创新的服务模式获得了市

场的认可。蔚来的 ES8、ES6 和 EC6 等车型凭借其优秀的续航

里程、智能化配置和优质的客户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好评。

小鹏汽车和理想汽车则代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新兴

力量。小鹏汽车以其智能化和互联网基因，推出了 G3 和 P7 等

车型，注重用户体验和自动驾驶技术的研发。理想汽车则专注

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研发，其理想 ONE 车型凭借其独特的

动力系统和高性价比，迅速占领了市场。

2.3 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虽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仍面临一系

列挑战。首先，技术瓶颈仍然是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尽

管中国企业在电池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

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此外，新能源汽车的成本仍然较高，尤

其是在补贴政策逐步退坡的背景下，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性价

比成为企业面临的重要问题。

充电基础设施的不足也是制约新能源汽车普及的一个重要

因素。虽然中国政府和企业已经在充电桩建设上投入了大量资

源，但充电设施的分布不均、充电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存在。

然而，挑战背后也蕴藏着巨大的机遇。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成本的降低，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接受度将逐渐提高。同时，

中国政府对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支持政策将有助于推动产业的

健康发展。此外，随着全球对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

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市场需求将持续增长，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空间。

综上所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在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面临着技术、成本、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挑战。但随着政策的

支持、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的扩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将迎来

更多的发展机遇，有望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中占据更加重要

的地位。

3 特斯拉在华建厂的战略意义

3.1 特斯拉中国工厂（Gigafactory 3）概况
特斯拉的中国工厂，也称为 Gigafactory 3，位于上海，

是特斯拉在美国本土之外的首个超级工厂。这个工厂的建立标

志着特斯拉对中国市场长期承诺的重要一步。Gigafactory 3

的建设速度非常快，从奠基到投产运营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展现了特斯拉对中国市场快速响应的决心和能力。

工厂的总规模超过 1200 亩，包含冲压、喷漆、车身焊接、

总装四大车间，具备完整的汽车生产能力。特斯拉中国工厂的

产能规划为初期每周约 3000 辆 Model 3，最终年产量将攀升至

50 万辆。这一产能的实现，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支持和特斯拉在

生产工艺上的创新。据报道，特斯拉中国工厂的建造成本比美

国 Model 3 生产线降低了约 65%。

3.2 对中国市场的影响
特斯拉在华建厂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

满足了中国消费者对高品质电动汽车的需求，同时提供了更具

竞争力的价格。由于减少了进口关税和运输成本，国产 Model 

3 的价格相较于进口版有所下降，使得特斯拉在中国市场更具

吸引力。

其次，特斯拉的国产化带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发

展。特斯拉的供应链逐步实现本土化，促进了国内零部件供应

商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此外，特斯拉在中国的运营也推动

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形成了所谓的

“鲶鱼效应”，激励本土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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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本土产业的战略影响
特斯拉在华建厂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带来了战略层面的

影响。一方面，特斯拉的竞争压力促使本土企业加强研发投入，

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提高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特斯拉的技

术和经验对本土企业具有示范效应，推动了产业的整体技术进

步和管理水平提升。

同时，特斯拉的本土化生产也给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带

来了机遇。随着特斯拉对国产零部件的需求增加，国内供应商

有机会进入其供应链，从而获得技术和市场上的成长。此外，

特斯拉在中国的投资和运营还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企业来华投

资，进一步促进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

综上所述，特斯拉在华建厂不仅加强了其在中国市场的竞

争力，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这一战略举措对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提升产业链水平、激发市

场竞争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随着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

深入布局，其对本土产业的战略影响将更加显著。

4 特斯拉在华建厂对本土产业的影响分析

4.1 竞争压力与市场响应
特斯拉在华建厂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构成了显著的竞争

压力。特斯拉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成熟的品牌影响力，快速占

领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一定份额。这种压力促使本土企业

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例如，比亚迪、

蔚来等企业在电池技术、智能驾驶等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力图

通过技术优势稳固和扩大市场份额。

同时，特斯拉的定价策略也对本土企业形成了挑战。国产

Model 3 的售价相较于同级别的本土品牌具有竞争力，迫使本

土企业在成本控制和品牌建设上做出响应。此外，特斯拉的“鲶

鱼效应”也激发了市场的活力，促进了产业内的竞争和合作，

有助于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成熟。

4.2 技术创新与合作机会
特斯拉的进入不仅带来了竞争压力，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合作机会。特斯拉开放了 300 多项新能

源汽车相关专利，促进了行业内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同时，特

斯拉在上海建立了研发中心，与本地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推

动了本地技术人才的培养和技术积累。

此外，特斯拉对供应链的高要求也促使本土供应商提高产

品质量和技术水平。通过与特斯拉的合作，本土供应商有机会

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和制造工艺，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竞争力。

4.3 供应链与就业影响
特斯拉在华建厂对本土供应链和就业市场产生了积极影

响。随着特斯拉国产化率的提高，大量本土零部件供应商得以

进入其供应链体系，这不仅为这些企业带来了订单和收入，也

促进了相关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

特斯拉的国产化还带动了就业市场的繁荣。上海超级工厂

的建设和运营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包括研

发、生产、销售等多个环节。同时，特斯拉对高技能人才的需

求也推动了本地教育和培训机构的发展，促进了人才结构的优

化和升级。

综上所述，特斯拉在华建厂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竞争压力，也包括技术创新和合作机会，

以及对供应链和就业市场的积极贡献。这些影响共同推动了中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5 应对策略与政策建议

5.1 本土企业应对策略
特斯拉在华建厂对本土新能源汽车企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

机遇。为了有效应对这一局面，本土企业需要采取以下策略：

加强核心竞争力：本土企业应专注于提升其产品的核心竞

争力，包括技术创新、性能优化和成本控制。通过持续的研发

投入，本土企业可以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提

高产品的市场吸引力。

市场差异化定位：面对特斯拉的直接竞争，本土企业应明

确自身产品的市场定位，通过差异化策略来吸引不同需求的消

费者。例如，可以通过提供定制化服务、强化本地化特色或专

注于特定细分市场来实现差异化。

品牌建设与营销创新：加强品牌意识和提升品牌形象是提

升本土企业市场影响力的关键。通过创新的营销策略和有效的

品牌传播，可以增强消费者对本土品牌的认知和忠诚度。

合作与战略联盟：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合作和战略联盟，

共享资源、技术和市场信息。这种合作不仅可以是本土企业之

间的，也可以是与国际企业或研究机构的跨国合作。

全球化布局：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国门，探索国际市场，通

过出口或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来分散市场风险，同时提升品牌

的国际影响力。

5.2 政策支持与市场调控
政府在推动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以下是一些建议的政策支持和市场调控措施：

财政与税收激励：政府可以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提

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激励企业进行

技术创新。

研发资助与创新奖励：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的研发活动，

对于取得显著创新成果的企业给予奖励，鼓励行业技术进步。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

设和维护，提高充电便利性，促进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

受度。

市场准入与公平竞争：制定公平透明的市场准入规则，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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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市场垄断，保护消费者权益，为所有竞争者提供平等的市场

机会。

国际合作与交流：鼓励和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

引进先进技术，提升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人才引进与培养：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加

强与高等院校的合作，培养新能源汽车产业所需的专业人才。

环保政策与补贴：通过实施更严格的排放标准和提供环保

补贴，引导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扩大市场需求。

监管与标准制定：制定和更新新能源汽车相关的行业标准

和监管政策，确保产品的安全性和质量，提升消费者信心。

通过这些策略和政策的实施，可以为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帮助本土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占

据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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