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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能源汽车作为我国政策重点扶持的新兴战略产业，对于我国的能源产业布局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文章

通过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发展现状的系统梳理，从环境、技术、政策三个视角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绿色创

新进行文献梳理，同时也在分析面对创新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时，企业创新的影响和措施；并且对创新因

素进行分析。为我国未来新能源汽车的有效发展和企业管理者在绿色创新方向上提供参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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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y supported by China’s policy, new energy vehicle is of great sig-
nificance to the layou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ergy industry. 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new energy automobil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combs the literature on 
green innovation of new energy automobile enterpris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environment, 
technology and policy, and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discusses the impact and measures of enter-
prise innovation when faced with the uncertainty in in006Eovation. And the innovative factors are 
analyzed. It provides referenc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effective development of new energy ve-
hicles in China and the green innovation direction of enterprise manager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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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能源战略布局的关键一步，

同时也是面对气候恶化，资源匮乏的问题和推动健康绿色发展的关键措施。伴随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

环境问题日益突显，看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被破坏，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

重性，因此减缓、停止对环境的破坏迫在眉睫。目前为止，伴随着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我国

新能源汽车在核心技术创新能力不强，质量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日益凸显。同时，世界科技革命产

业转型加剧，汽车技术不断融入通信、能源等领域，这为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在

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汽车企业如何在未来稳固发展，提高自身核心竞争优势，绿色创新已经成为各企

业技术转型发展、提高自身差异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保护生态，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的“绿

色发展”理念开始成为焦点。 
根据 2020 年 10 月我国国务院通过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在 2025 年，我

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汽车需求市场的 20%，并且自主研发新能源汽车需要占到市场份额的 80%。

这时候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将会达到 640 万辆，纯电动汽车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全面提升。与此同

时，我国财政部也同有管关部门研究表示，会继续加大对于充电基础设施的奖励和补贴政策，为新能源

汽车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进一步调动了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积极性。大多电动车都集

中在客车市场且主要是靠政策拉动，大众并不普及；因此不免造就了“政策火热，市场冷淡”的局面，

导致过度依赖政府补贴已经成为了制约新能源发展的瓶颈。燃油汽车依然占有主要的汽车市场份额。十

九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开拓创新写进决议，这无疑给足了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信心。 
目前我国对于绿色创新的研究还在发展阶段，还需要大量研究进行内容的充实，探索新能源汽车绿

色创新的影响因素对新能源汽车发展，加速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创新效率有着重要意义。 

2. 新能源汽车研究现状评述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于我国的节能减排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汽车强国的必

经之路。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企业规模、数量不断扩大。除此之外，我国还

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上有了很大提升，新能源汽车企业创新动力增强。但对

于关键技术例如动力电池技术、电池回收以及回收等方面依然存在不足，不仅如此，我国的新能源汽车

发展空间的不平衡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健康发展；区域发展不平衡、创新资源配置

效率较低、产业不够完善等问题。我国是一个汽车大国，在降低燃油汽车的尾气排放对空气的污染有着

重要作用，而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于我国在缓解环境压力和引领世界能源战略发展上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呈增长势态，产销连续位居世界第一，市场规模增长迅猛，市场集中度高。

到目前，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还处于过渡期，想要从引进期顺利到达成长期，还需要政府的不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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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引导。就目前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尽管新能源汽车市场在我国发展迅猛，但依旧缺少具有代

表性的产品；市场力量还不足以推动新能源汽车企业产生技术解决方案。因此政策的鼓励对于新能源汽

车企业技术研发有着重要作用。 
近些年来，有不少的学者在政策与技术创新上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中，环境规制是为减少企业碳排

放从而降低企业对环境造成压力的重要措施，环境规制往往能够带动企业绿色创新，从而推动产业融合

升级。不仅如此，新能源产业政策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策的扶持是我国新能源

汽车能够从起步变得逐渐规模化的关键一步。也是新能源汽车从政策导向转变成市场驱动的必经之路。

而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核心是掌握关键技术，尽管国家政策能为企业带来盈利优势，但随着规模得不断扩

大，政策补贴难以在未来有效的鼓励汽车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因此，国家政策也会不断的鼓励企业加速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3. 绿色创新因素分析 

3.1. 环境战略视角 

早期的战略管理研究大多考虑政治、经济、技术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较少的考虑环境因素。随

着时代发展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布伦特兰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共生”逐

渐成为各国学者研究的课题。而绿色创新就是在给企业带来收益的同时降低同等效益下对环境的伤害；

同时，注重环境效益、重视环境和资源影响的企业在为自己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往往能够提高自己的市

场竞争力[1]。不仅如此，绿色创新更是企业在面对环境挑战的必要措施，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世界环保组织表示，在追溯城市空气污染源中发现，有一半是来自燃油汽车的尾气排放。为了避免

环境持续的恶化，限制燃油汽车尾气排放量以此减少城市空气的污染，不仅如此，石油作为我国的战略

能源，对于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发展新能源汽车便是重中之重。新能源汽车目前已

经成为世界各国家汽车企的发展方向。积极布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对我国加强带动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 
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发展战略，要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企业绿色创新势在必行，不少的企业已经

将绿色创新作为自身的发展战略。伴随者经济发展和国民环保意识的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往往能够获

得较好的声誉，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影响到企业绩效。 

3.2. 技术创新视角 

新能源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是产业技术创新，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掌握了技术创新

就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有了强有力的手段。技术创新是企业提高自身核心竞争里的重要保证。而技术的

创新往往和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技术创新通常会推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同样，经济发达的

区域技术水平会明显高于其他低于，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有着相会推动的作用。 
环境的压力对于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创新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张慈[2]就构建了生态学视角下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系统。在对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分析中可以发现，目前我国的新能源汽车

研究集中在电力动力装置方向上，而在核心电机驱动控制器和动力电池研制等方面存在很多短板[3]。为

了提高资源利用率代替可再生能源、实现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就是绿色创新。而对于企业来说，技术能

力是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原因之一[4]。同样，研发投入也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正向的作用，且

这种正向作用会随时间延长而不断增强[5]。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专利就成为是众多学者认可的反应创新活动的重要指

标。我国学者就通常用专利和技术创新效率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技术水平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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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策制度视角 

截至目前的研究，大多都证明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积极的作用，而环境规制的最重要的

是来自政府方面的监管。Li [6]明确指出环境的合法性是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因素。朱东旦采取我国制造

业面板数据，运用实证验证了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效率[7]。不仅如此，熊缓缓研究表明

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会为企业降低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5]。 
燃油车的限购政策也对新能源汽车起到了重要的推广作用。近几年，由于国家的政策的大力支持，

我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明显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销量稳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

充电桩保有量快速增长。但是面对大量的新能源汽车仍有明显的不足。对于国家的政策补贴，不同的区

域有着不同的效果，相比之下，经济水平较高的地方政策效果会优于经济水平落后的地方。 
新能源汽车政策已经从“补贴型”逐步转变成“非补贴型”政策。随着政策的不断紧缩，新能源汽

车已经从政策推广走向了市场驱动，尽管生产端的红利在减少，但是对于市场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影响有

限，恰恰说明了在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速度迅猛，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驱动表现明显。新

能源汽车企业对于政策的依赖降低，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在慢慢走向成熟。 

3.4. 创新的不确定性 

同样的，也有部分学者考虑到了企业在进行绿色创新时所需要承受的风险，是不确定的。在政府提

供的绿色贷款下，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同时也为企业增加了创新带来的风险；在

企业的实际运营过程中，绿色创新往往被认为是具有较高风险的投资，而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的

绿色创新是就需要面临政策红利带来的收益的同时，也要预防创新过程中需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并且能

够在风险来临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正因如此，企业在其进行创新前，通常都会进行风险的评估。面对

风险，企业需要一定应变能力。应变能力、协调能力和社会互惠性都是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的

重要驱动力；大量的资金、资源、劳动力、材料的投入，但是其回报却是不能够确定的。因此只有在盈

利较高，资产充足时，才能够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否则可能会降低或者中断企业绿色创新。当然，其

中企业技术能力也有着关键作用，企业只能在自身开创能力的范围内提高产品创新程度。 

4. 结论与展望 

通过文章中对新能源汽车发展现状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企业在近几年得到了较快的发

展，产销连续位居世界第一，规模和数量上去了，更要重视质量的发展。尽管一些关键技术难关依旧需

要突破，产业发展不平衡等待克服，但为促进新能源的发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以后的新能源

汽车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新规划的出台更是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指明方向。现有部分的研究都表

明了绿色创新在企业的运营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企业的绿色创新会对企业绩效有一个正向的积极影响。

同时相同情况下政府的政策扶持会对这个影响更加显著，创造良好的前提。本文还补充了新能源汽车企

业绿色创新的驱动机理理论，拓展了绿色创新研究的相关理论。 
从不同的视角下观察我国新能源汽车绿色创新的原因，可以有效的对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合理建

议，我国不断加强民众保护环境观念的倡导，保护环境理念早已已经深入人心，人们纷纷认识到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为我国的新能源汽车发展奠定了大众基础。此外，为加快我国新能源汽车由政策驱动转变

为市场驱动的步伐，需要加大基础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技术实力是这一目标的重要的力量。而为

了激发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就应该不断规范企业技术标准，提高技术门槛；建立合适的奖

惩制度，让政策优惠真正落实到企业上，让政府的引导作用最大化。同样的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采取灵

活政策。细化相应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政策措施。同时，企业要采取合适的措施尽可能的规避创新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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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往往在高收益的创新同时，新能源汽车企业会面临着同样高度的风险，而企业需要在这种情况

下需要在创新前做好风险评估，创新过程中跟进控制，尽可能避免风险的发生。一旦企业创新成功，将

会为企业创造相当可观的收益，在市场上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市场、技术和政策的协调推动下，新能源汽车有望在我国的健康快速的发展，通过本文的梳理，

希望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绿色创新的发展提供有效参考。以此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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