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寻找快车道：中国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

高旭
沙莎
Daniel Zipser
Wouter Baan

寻找快车道： 
中国汽车市场发展 
新趋势

2016中国汽车消费者报告

汽车及组装咨询业务, 2016年4月



2 寻找快车道：中国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



2016年4月

汽车及组装咨询业务

高旭
沙莎
Daniel Zipser
Wouter Baan

寻找快车道：
中国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





1寻找快车道：中国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

简介

经过多年两位数增长，中国汽车市场增速正在放缓。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经济降温
是导致中国汽车市场下行的首要原因。

然而，人们对于汽车消费行为和态度的改变，也在汽车市场增速放缓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汽车消费者在做出其人生的一笔巨大消费决定时的想法和行为，我们
于今年3月对3500多名消费者进行了大规模调研。

我们的调查显示，随着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的热情有所减退，他们变得更加注重实际，而不
再像以往那样将车看成身份的象征。将近一半的调查对象将汽车视为必需品，而非身份
地位的标志。对于一二线城市居民而言，购买新车不再是出行的唯一选择——购买二手
车、短时或长期租车、通过打车应用软件搭乘车辆及使用汽车共享服务等反而更受消费
者青睐。另外，消费者通过数字渠道比价后，也会向经销商压价。

消费者心态的改变加上宏观经济放缓，使得中国汽车市场进入下行通道。从2010年到
2015年，中国新车销量以每年超过12%的速度增长。然而，展望2020年，我们预计新车销
量增长将会放缓至每年5%（见图1）。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尽管新车销量增速放缓，一些增长新引擎也正应运而生。一半以上的
消费者换新车时期望选择更好的品牌。大多数电动汽车车主表示如果换新车的话仍会坚持
购买电动汽车，而愿意购买电动汽车的消费者较2011年翻了三番。消费者已经开始在网上
购买汽车，这一趋势会随着汽车电商渠道的开拓进一步提速。同时，我们也很看好为消费
者提供其所需汽车养护及其他实时车辆使用信息服务的汽车厂商、经销商和专业服务商。

尽管中国汽车市场增长放缓，希望购买新车和售后服务的人群数量依然巨大。在本报告
中，我们首先聚焦消费者对拥有私家车的态度转变，然后探究了汽车行业应采取哪些行动
以求在快速变化的市场中保持繁荣。

从现在起到2020年，尽管汽车市场增速低于2010年至2015年，汽车销量仍会持
续增长

资料来源：麦肯锡M-view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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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选择：私家车的吸引力有所减退

总的说来，中国消费者仍然依赖于汽车。近一半受访车主表明汽车是生活必需品；约三分
之一的人说自己需要私家车。但是从某些方面来讲，私家车的吸引力正在减退。六成消费
者认为汽车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见图2）。（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也许打消了某些人
购买豪车的愿望。）不过也有相当比例的消费者认为汽车可以体现个人的生活态度和喜
好。因此，消费者对汽车品牌的选择更为广泛。

调查中37%的消费者认为，由于现在有各种移动出行方式，是否拥有私家车并不那么重
要。相当一部分的消费者通过短时租车（40%），长期租车（34%），或者共享汽车（26%）
等各种形式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一定非要购买私家车。

打车应用、拼车与其他新型的出行服务正在改变消费者行为，其影响甚至波及新车市场。
麦肯锡刚刚发布的中国数字消费者调查发现，数字消费者自从使用移动出行O2O服务以
后，减少了20%的私家车出行1。我们预测，到2030年移动出行O2O服务将削减新车销量
400万辆/年，届时汽车年销量估计为4000万辆（见图3）。但是出行服务供应商也将购
入200万辆汽车用于共享服务，可对冲一部分销量缩水。我们预测，共享汽车的销量更为
活跃，因为这些车的使用频率更高，更换需求也更大。

1 王玮、刘家明和龚方，《迎合更有经验的数字消费者，引领电商的新增长》，麦肯锡2016年4月， 
mckinseychina.com.

如今是否拥有私家车的重要性有所下降，消费者也愿意租用或者与他人共享汽车，
而不一定非要购买私家车

资料来源：麦肯锡2016中国汽车消费者调查

对拥有私家车的看法
(n = 3,571), %

对其他使用汽车途径的看法
(n = 3,571), %

26
34

40

我可以没有车，
我需要用车的时

候可以租车

如果长期租车
的成本跟买车
差不多，我更

愿意租车

我不介意与他
人共同拥有和
使用同一辆车

37
42

60

如今有更多的
出行方式，是
否拥有私家车
并不那么重要

与以前相比，
拥有私家车
不再是身份
地位的象征

由于养车成本过
高以及严重的交
通堵塞，拥有私
家车不再那么具

有吸引力

图2



3寻找快车道：中国汽车市场发展新趋势

以上新趋势为汽车厂商带来了一系列商机。继为腾讯成功提供企业汽车共享试点方案后，
戴姆勒已经在北京、广州、上海和深圳运行汽车共享服务“随心开”（Car2Share）。其他汽
车厂商可能会为手机打车软件与其他新型出行服务推出定制车型。

 
性价比为上：价值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如果消费者再次打算买车，他们往往会有新的考虑因素。我们五年前对中国高档车消费者的
调查发现，消费者仅把预算因素放在第四位。而这次的调查，消费者把预算提前到了仅次于
品牌的第二个考虑因素，无论对于新车还是二手高档车都一样。

由于汽车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汽车价格在过去十年中每年下降4个百分点，受益的是中国
的新买家。在新车价格战愈演愈烈的同时，二手车却越来越受欢迎。我们的调查显示，近一
半消费者在最近一次购车过程中考虑过购买二手车（见图4）。二手车的吸引力来自其高价
值：56%的消费者表示会考虑购买二手车，因为价格更低，而37%的消费者表示购买二手车
是为了用同样的预算买到更好的车。

然而消费者对二手车尚存顾虑。我们的调查发现，最常见的两个顾虑就是车辆登记、保险、
车检等证件的有效性（56%的消费者有此顾虑），以及前任车主的可信度（46%）。还有24%
的消费者表示不信任经销商对二手车的保修承诺。

虽然共享出行会对私人购车需求有所影响，到2030年中国的整体汽车销量仍会持
续增长

中国汽车年销量1

百万辆

19

39

19

5

共享汽车

24

41

2015

轻型商用车
和乘用车

-4

2030年由于
共享出行所减
少的汽车销量

城镇化和宏观经
济影响下2030年
新增的汽车销量

2

2030

乘用车

轻型商用车

资料来源：麦肯锡汽车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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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过去消费者对二手车兴趣不大，而且销售二手车的利润不高，很少有经销商重视二手车
业务。然而，现在一些制造商和经销商重新把目光投向这一日益增长的市场。例如，2014年
4月，中国领先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庞大与汽车垂直网站易车网以及二手车交易网站优信拍建
立了合资企业，为二手车进行认证和网上销售。无独有偶，另一家领先的汽车经销商集团宝
信公司推出了线上到线下的汽车销售平台——autostreets.com。宝信通过该平台提供金
融、保险和维修护理预约服务。

线上购车：消费者看重信息与优惠

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从数字媒体获取汽车的相关信息。根据调查，汽车之家等专业汽车网
站和论坛是如今最受欢迎的信息渠道，58%的受访者使用了这类渠道（见图5）。也有很多
的消费者使用社交网络、其他互联网社区和汽车厂商网站获取相关信息。亲友、同事的推
荐仍然受到重视（在受访者中占54%），但是不再像2011年调查中那样作为最重要的信息
来源。

网上信息搜索让消费者认为买车应该花更少的钱，此种情况在高端市场更为突出。平均而
言，受访买家希望享受到新车八五折、二手车八折的优惠。超过六成的消费者将这些期望归
因于网上信息资源，因为它们让消费者更容易获得折扣。近年来，汽车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
拉低了汽车价格，也让消费者期望获得更大的优惠。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为除了新车以外，购买二手车也是不错的选择

最近一次购车过程中考
虑过二手车的受访者1

%

18

47

购买二手车的原因2

%
59

12

39

28

37

56

2016年2011年

资料来源：麦肯锡2016中国汽车消费者调查

不考虑二手车的原因
n = 1,900, %

24

46

56

1 2011年, n = 2,035;  2016年, n = 3,571.
2 2011年, n = 366; 2016年, n = 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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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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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面临着来自数字消费者的价格压力，经销商仍然有机会增加销量。近三分之一的受访
数字消费者表示非常愿意网购汽车。2014年双11当天，消费者通过网络渠道下的汽车订单
达17万辆，这是一个转折点。而在第二年的双11，网购汽车订单达到了23万辆。然而，双11
当天录得的汽车订单中大部分并没有完成最终购买。

一些汽车厂商和经销商正在扩大其数字业务。2015年8月，近40个经销商集团加入了 
“汽车街”数字平台，该平台连接了线上消费者与线下经销商。另外，上汽大众等厂家也开
始在网上销售新车，并针对各个数字接触点重新设计客户体验。

很多传统汽车厂商和经销商似乎很难招架电商同行，也很难整合消费者线上和线下的体
验。我们建议可参考以下策略，采用先进的分析方法更准确地细分客户类型，识别消费
者偏好，并针对性地提供对应产品与服务。例如，腾讯最近对三四线城市的SUV车主进
行深度剖析，探索其与一二线城市SUV车主的区别之处。团队获取了10万多名SUV车主
和潜在买家的洞察，从腾讯生态系统中挖掘了上百万条数字行为数据和社交网络使用规
律，最终成功地筛选出优先进入的商圈和住宅区，也确定了各线城市对音乐、游戏、运动、
度假以及社交媒体参与的不同喜好。利用这些洞察，某汽车厂商的产品营销回报率增加了
超过30%。

   

传统的汽车信息渠道不再热门，更多的消费者转而使用数字媒体

购车时所使用的信息渠道
%

13

25

7

42

6561

21

33

22

5854

15

2016年, n = 3,571

2011年, n = 2,035

资料来源：麦肯锡2016中国汽车消费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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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升级：半数以上购车族希望提高档次

调查发现，很多计划近期购买汽车的消费者打算购买实用的车型，但更多人声称下次购车时
会选购更好的车型。这印证了麦肯锡今年3月发布的《加速前行：中国消费者的现代化之
路》的发现，即55%的消费者相信未来五年其家庭收入将有所提高。2 

当被询问是否希望在下次购车时提高汽车档次，超过一半的消费者打算升级：37%的消费
者计划购买更好的品牌，16%的消费者打算选购现用品牌中更高档的车型。我们认为，一些
消费者无需花费太多即可实现消费升级，即购买二手车而非新车。

我们也对各个车系的车主进行了研究，以了解他们购车偏好有何差别。法系和韩系车车主最
想要选择更高档的品牌，比例分别为44%和43%。德系车车主对品牌最忠诚：36%的人表
示下一辆车将是同一品牌更高档的车型。其他车系中，不到15%的车主表示会选购同一品
牌更高档的车型。

对中国的汽车厂商和经销商来说，这些发现表明牢固的顾客关系比以往更重要。顾客选择
其他品牌可能是因为车企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未能制造顾客想购买的车型。
但是我们认为汽车品牌在维护甚至提升顾客的品牌忠诚度上尚有努力空间。如果现有顾客
在考虑其他品牌，车企就应该深入了解顾客的需求，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最好是其他公
司无法提供的产品特性和服务；如果顾客群比较忠诚，车企则可以详细了解自身产品的吸引
力，进一步改进顾客不够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新能源汽车：赢得更多消费者的支持

尽管销量占比少，电动汽车仍然对以价格和价值为中心的购车习惯形成了挑战。对比麦肯锡
2011年和2016年的汽车消费者调查可以发现，五年来消费者对电动汽车的兴趣增长了三
倍。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更低的使用成本给电动汽车带来了极大优势。在部分一线城
市，电动汽车上牌比传统汽车容易得多，这也成为电动汽车的加分项。

无论购买电动汽车出于何种原因，车主对电动汽车的确是喜爱有加。在我们调查的电动汽
车车主中，三分之二的人对自己的车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大部分车主表示下次购车时会考
虑继续购买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厂商应该认识到充电桩的短缺是制约电动汽车销量增长的最严重因素。在针对非
电动汽车车主的调查中，32%的人表示充电桩数量有限是他们不购买电动汽车的最主要原
因（见图6），另有16%的人尤其担心充电过程会太漫长。

与国产非电动汽车品牌相比，消费者通常更喜欢国外品牌。但在电动汽车市场，情形有所不
同。鉴于中国的电动汽车市场还处于早期阶段，国内外汽车品牌势均力敌。随着市场不断发
展，能够快速增长的公司更有可能在竞争中取得成功。

2 Daniel Zipser、陈有钢和龚方，《加速前行：中国消费者的现代化之路》，McKinsey & Company，2016年3月， 
 mckinsey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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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北京和上海的汽车经销商的一系列秘密店访后，我们发现了一些电动汽车销售方式存
在改进空间。例如，销售人员通常先推销传统内燃机汽车（除非顾客在北京等城市没有车
牌）再介绍电动汽车。经销商需要给予销售人员更多激励和适度培训，鼓励其销售电动汽
车。我们还发现，很少有经销商允许未提前预约的购车者试驾电动汽车。允许无预约试驾
或许是个相对容易实现的改变。最后，销售人员往往忽视购车者对电动汽车的真正顾虑，
一味地讨论电动汽车的政策优势。为了说服半信半疑的顾客，销售人员应当更坦诚地讨论
充电桩使用等普遍关心的问题。

未雨绸缪：消费者对汽车服务变得越来越挑剔

在消费者购车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他们对维修服务、性能升级以及其他售后产品与服务的
购买方式也出现了变化。比如，越来越多的客户通过数字渠道获取汽车服务方面的信息，尽
管他们最为信任的信息来源仍然是亲朋好友。未来消费者会更频繁地通过线上渠道安排
维修服务。性价比也变得更加重要。70%的受访客户表示在考虑购车时，售后服务质量是非
常重要的考虑因素。

在选择汽车服务时，调查显示，89%的消费者对非授权经销商（授权经销商指的是4S店，
也就是销售、备件、服务和调查一体店）持开放态度。然而，消费者在这方面选择的余地
有限。73%的受访者表示，保险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汽修服务商的选择，15%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对汽修服务商的选择完全取决于保险公司。

对充电设施的顾虑是消费者不购买电动汽车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购买电动汽车的原因
n = 2,221, % 

资料来源：麦肯锡2016中国汽车消费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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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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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调查显示，车主对汽车服务的兴趣并不仅限于基本的修理和保养服务。在调查的买
车人士中，他们最为看重的是驾驶安全提示以及在恶劣天气等不利条件下如何避免汽车损
耗的建议（见图7）。至于其他服务，根据受访者反馈最受欢迎的是购车捆绑的车险折扣，
其次是道路救援和可以帮助车主节省事故索赔和修车时间的车险。

面对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授权经销商需要应对低价独立维修店的挑战。一个行之有效的方
法是，授权经销商可以向客户提供有关价格和维修的全面信息，并且清楚地解释自身服务
的优势所在。由于消费者如今普遍使用数字渠道了解服务提供商，那些价格不透明的商家
很可能被消费者抛弃。

尽管中国的新车销量增速在2020年前可能放缓，但对汽车厂商、经销商、服务提供商来
说，这一市场仍有巨大潜力值得挖掘。消费者不再像从前那样将新车视为必需品和身份象
征。然而，消费者都有各种出行需求，这意味着，二手车和共享车辆的需求有望增长。消费
者仍然会购买新车，特别是在某些特定的城市群。同时，一些人会寻求更好的汽车服务。如
今，中国车主越来越看重汽车的实用性，对于汽车厂商、经销商、服务提供商而言，能否满足
上述不断变化的需求将成为制胜的关键所在。

消费者对多种类型的维修及其他汽车服务抱有兴趣

消费者感兴趣的维修服务
n = 3,571, %

资料来源：麦肯锡2016中国汽车消费者调查

消费者感兴趣的其他汽车服务
n = 3,571, %

6364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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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保证驾驶
安全，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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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旭为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及汽车咨询业务亚洲负责人，常驻香港分公司；

沙莎为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及先进制造咨询业务大中华区负责人，常驻香港分公司；

Daniel Zipser为麦肯锡全球董事及消费与零售咨询业务大中华区负责人，常驻上海分公司；

Wouter Baan为麦肯锡全球副董事，常驻北京分公司。

四位作者诚挚感谢陈宁、徐晓琦、李丽华、Glenn Leibowitz、林琳和Josh Rosenfield对本
报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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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麦肯锡2016中国汽车消费者
报告》

本报告基于对中国近期汽车买家进行的大范围调查。

• 问卷于2016年3月在线上完成。

• 调查样本包括3571名受访者，根据地理分布平均划分为5个类别（一线城市、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四线城市以及农村地区）。受访者能够代表不同车型车主、年龄层收入以及互
联网使用水平，范围广泛。

• 报告就消费者态度、车型偏好、消费习惯以及售后服务进行了深度研究。

麦肯锡是一家领先的全球管理咨询公司，我们的使命是帮助企业、公共部门和社会组织实现
持久的成功。在过去的90年，我们荣幸地被众多客户视为最信任的外部顾问。

凭借着分布于全球61个国家的109家分公司的专长于各个领域的咨询顾问，麦肯锡能够为全
球各地的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专业服务。我们与客户组织的各个层级紧密合作，共同推动战
略制胜、变革适应、能力建设，以及确保执行的成功。

关于麦肯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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