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对东南亚电动汽车 
颠覆浪潮
新能源时代汽车行业决策者战略要务

报告





引言

 球各国政府都宣布了实现净零排放理想目标的不同  

时间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加速交通运输行业的电 

气化至关重要，因为交通运输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

一。顺应全球电动化趋势，东南亚、东盟国家已经也纷纷加入   

加入新能源汽车浪潮。尽管全球新闻头条都在报道电动汽车市 

场的“放缓”趋势，但是东南亚近年来电动汽车行业在加快增

长。到 2030 年，东南亚的新能源汽车（包括混合动力汽车、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份额预计将达到 38%。电动  

汽车的长期增长轨迹仍然稳固且势不可挡，向电动汽车的过渡 

无疑会打破东南亚汽车行业的现状，并且创造一种新常态。行  

业参与者和决策者面临的战略问题不再是电动汽车在东南亚   

“是否增长”，而是可以发展的“多快、多大”？这将如何影响整个 

行业？我们应该如何精准定位，从而把握全新机遇并从容应对  

未来的挑战？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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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到 2030 年，东

南亚 NEV（包括 HEV、PHEV 和

BEV）的份额预计 将达到 38%

13%
到 2030 年，中国 
自主品牌预计将占 
据 13% 的市场份    
额 - 日本的主导地 
位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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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见未来



1东南亚——战略必选项，而非选择题

2023年，东南亚乘用车市场的总产量和销量分别达到420万和330万辆。在经历了新冠疫情的 

严重影响后，该地区重回增长轨迹。展望未来，增长前景依然乐观，预计从2025年到2030年，乘 

用车产量和销量将分别以4%和5%的年均稳定增长率增长。

A, B     东南亚乘用车市场产销量增长展望

未来几年，东南亚新能源车产量预计将增长以4%的增速增长 
东南亚乘用车1)产量[百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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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年，东南亚新能源车销量预计将以 5%的增速增长 
东南亚乘用车1)销量 [百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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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包含皮卡及轻型商用车



东南亚仍然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市场，也是全球汽车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仅如此，

东南亚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保持明显乘用车市场增长的地区之一。该地区由许多汽车行业发展和需 

求水平不同的国家组成。这些因素使得在该地区/特定国家进行投资和扩张既是一种机遇也是一  

种挑战。

对于现有的日本汽车企业来说，东南亚长期以来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一个重要的市场、区域供

应链节点和生产中心。日本品牌一直主导着该地区。丰田、本田、日产等几十年来一直被熟知为“

家喻户晓 ”的品牌。捍卫日本企业的主导地位并维护他们在东南亚的投资利益是一种战略需要，而 

不是一种选择。

对于其他全球参与者和新的挑战者们，尤其是中国汽车企业，东南亚提供了战略和商业机会：

战略原因:

资源丰富 – 东南亚部分国家拥有对电动汽车生产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例如，对于电动汽车电池 

组，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分别拥有最大的和第六大镍资源基地，而镍是一种 NCM 电池的关键原 

材料。

中立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有利的贸易关系 – 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东盟的中立使  

该地区的公司能够继续从与其他地区的稳定贸易关系中受益。贸易协议，例如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为汽车企业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使他们能够利用东盟   

作为生产和出口中心，从税收优惠中受益并满足本地化要求。例如，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允许从泰国 

向东盟出口 CBU 时享受 0% 的进口关税。此外，还可以利用 RCEP 的优势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等大洋洲国家出口；这两个国家都是右舵市场。

C     每千人车辆数与各国人均 GDP 的比较

每千人车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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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原因：

当地国内市场的增长潜力 – 东南亚是全球增长最快的汽车市场之一，其驱动力是人口众多、经济 

持续增长、消费能力不断提高以及汽车保有量较低。与成熟市场相比，东南亚具有强劲的增长潜 

力。

低成本价值定位的采购、生产基地和出口中心 – 作为全球/区域汽车供应链/出口中心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东盟完全有能力成为中国和其他全球 OEMs 扩大国际网络以服务东盟和大洋洲区域市  

场的理想区域基地。

D     东南亚轻型车出口分布，及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国家明细

1  规格包括国际标准类别，如 

轿车、SUV、多功能车、皮卡、

微型卡车、轻型卡车、厢式货 

车和其他轻型车辆

6

8%                 北美

7%     拉丁美洲

7%         欧洲

中东       19%

非洲       4%

东亚和东南亚         29%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27%





泰国            183.5 84.1

印度尼西亚       139.6 100.6

马来西亚                  77.5 80.0

越南                              24.3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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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S&P Global; 罗兰贝格

东南亚                    50%       菲律宾              32%           越南                    8%   

中东                        21%         沙特阿拉伯       10%           阿联酋                3%   

南美                         18%         墨西哥               11%             秘鲁                     3%   

东亚                       5%         日本                    4%            中国台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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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洲                    1%         澳大利亚          0.5%          斐济                   0.1%  

 伊拉克 2%

 智利 1%

 危地马拉 1%

 泰国 7%

 尼日利亚 0.2%

2023 年产销量变化分析 1)[百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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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乘势新能源汽车浪潮

2.1/ 优惠政策促进电动汽车增长

顺应全球电气化趋势的发展，东南亚也加入了电动汽车的浪潮。电动汽车的发展主要受到三大力 

量的推动：

政府的推动：政府出台的政策和激励措施用于促进绿色出行和电动汽车

客户的拉动：消费者越来越多地考虑购买电动汽车作为他们的下一辆汽车。他们也愿意接受新品 

牌，并愿意为电动汽车支付比内燃机汽车更高的价格

支持性基础设施： 不断发展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从而提高充电服务的可用性和可及性 
鉴于地区差异，东南亚的电动汽车成熟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E     东南亚电动车发展的阶段

关键驱 
动因素

电动   
汽车%

1.0 - 婴儿期

政策和目标制定

·     各国的补贴政策促进了销售

·     政府制定积极目标,引导市场转型

0-5%

-

·     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迅速增长

·     主机厂和电池制造商的投资计划

10%   30%

0%  10%

·      随着政策激励趋于正常化,产品供需促进了 
电动汽车的普及

·      电动汽车产量提高并与内燃机直接竞争,促 
进了内燃机车的加速淘汰

30%  及以上

10% 5%, 回落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处于早期阶段但 
具有高潜力

·     已宣布承诺到2030年加速转换为电动   
汽 车 ( xEV) , 预 计 电 动 车 渗 透 率 将 达  
到约20%

0-5% 10%   50%,
50% 及以上

2019 5%

资料来源: S&P Global; 罗兰贝格

市
场

特
征

新加坡:受到政府的强力驱动

·  到2030年,50%的新轻型汽车销量将 
实现零排放

·      目标是到2024年,所有汽车采用清洁 
能源运行

泰国:东南亚地区的电动车先锋

·  泰国政府设定了到2030年本地生产电动车的目标为50% , 
到2035年达到100%;同时推出了EV3.5激励方案

·     主机厂(OEM)和供应商在当地投资  (如比亚迪、现代 
、特斯拉、宁德时代等)

东南亚 
2023

典
型

市
场

阶
段

2023 40% 2030E预计75%

Laos,

Cambodia

中国增势

5%1.5% 2% 16% 19%

PHEV%
PHEV%

BEV% BEV%

PHEV%

BEV%

血 3.0- 成熟期

产品的供需双方共同推动

2.0 - 成长期

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系统的形成



第一阶段    的特点是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目标，以促进绿色能源和交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

   由东盟根据《巴黎协定》承诺减少碳排放所推动的。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电动汽 

车发展的第一阶段（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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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东南亚各国新能源车及基础设施政策

国家 支持政策

电动汽车（EV）目标 内燃机（ICE）禁令/限制 消费者补贴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支持

泰国 到2025年和2030年，分别 
设定402,000辆和

2,050,000辆电池电动汽 
车（BEV）上路的目标

自2035年起，禁止销售内 
燃机（ICE）车辆。

根据电池容量，新能源汽车 
的补贴方案范围为每辆

70,000泰铢至150,000泰 
铢。

对于至少拥有40个充电

桩，其中25%为直流充电    
（DC）类型的充电站提供 
商，享有5年的公司所得税 
（CIT）豁免

对于较小的充电站提供商， 
享有3年的公司所得税

（CIT）豁免

印度尼西亚 到2030年，目标实现约220 
万辆电池电动汽车（BEV）  
保有量

2030年，目标实现50%的 
零排放车辆（ZEV2）销量

自2050年起，禁止销售内 
燃机（ICE）车辆。

每销售一辆电池电动汽车， 
提供8000万印尼卢比的补  
贴

每销售一辆混合动力汽车， 
提供4000万印尼卢比的补  
贴

目前尚无充电基础设施运 
营商的相关激励措施

马来西亚 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

（x EV）1) 分别占新车销售 
的20%、40%和50%

道路税免征至2025年

目前尚未公布禁止销售内 
燃机（ICE）车辆的计划

无直接补贴措施

个人税免征额度最高为 
2500林吉特

绿色投资税扣除在2026年 
之前，对电动汽车充电站资 
本支出（CAPEX）提供

100%的扣除

越南 到2050年，100%的道路机 
动车辆将由电力和绿色能   
源驱动1)

从2040年开始，限制内燃 
机（ICE）车辆的生产和进 
口

目前尚无补贴计划 目前尚无充电基础设施运 
营商的相关激励措施

菲律宾 到2028年，菲律宾将部署 
240万辆新能源汽车

（x EV），到2040年将达 
到630万辆

目前能源部（DOE）尚未宣 
布具体的内燃机（ICE）禁   
令，但计划有效限制新的

ICE车辆销售，以支持其 
2040计划

目前尚无补贴计划 虽然没有强制激励措施，但 
DOE已宣布将在2040年    
前支持部署约147,000个    
电动汽车充电站

新加坡 到2030年，所有新轻型车   
辆销售中的50%将为零排放 
车辆

自2040年起，禁止销售新 
的内燃机（ICE）车辆

额外注册费（ARF）享有  
45%的折扣，最高限额为 
15,000新加坡元

电动汽车通用充电器补助计 
划涵盖充电设备、服务以及  
电缆和充电器安装费用的

50%，最高补助为4,000新 
加坡元

支持政策强度: ■ 强 ■ 中等 ■ 弱 ■ 不适用

1  包括电池电动汽车（BEV）、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PHEV）、混合动力汽车（HEV）、 

天然气车辆（NGV）、生物燃料车辆（BV） 

和太阳能车辆（SV）;

2  未明确定义电动汽车定义范围（EV）；

3  包括混合动力车；

4  菲律宾能源部；

5  包括所有类型的车辆（例如，四轮车、皮 
卡、两轮车、公交车等）；

6  目标仅限于电池电动汽车（BEV）和燃料 
电池电动汽车（FC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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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案头研究, 罗兰贝格



ADOPTED

risk, product specifications, infrastructure, charging stations including battery    
swapping, batteries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end-of-life disposal among others, to    
strengthen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for the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y, to enhance    

facilitation, as well as to ensure interoperability and seamless cross-border

.

AGREE on exploring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vehicle  ecosystem,  such  as: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s  and  charging    

stations; creating an enabling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vestment climate to    
investment, including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optimising the production    

use of sustainable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to achieve higher value creation    
the electric vehicle supply chain in the region; enhanc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MSMEs); collaborating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ctivities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promoting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raising public awareness; properly manag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strengthening regional energy security; promoting the use of renewable    

in the  mobility sector; gradual     phasing-out conventional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into Zero Emission Vehicle including Electric Vehicle; and

addressing. the financing agenda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ctric    
ecosystem in the region.

PROMOTE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s  with  ASEAN’s   external partners    
various ASEAN-le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and

engagement with the private sectors and people to advance the regional electric    
ecosystem in the region.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 Council to oversee the overall    
implementation   of   this   Declaration,    provide   guidance    in   formulating   a    
comprehensive regional strategy, and identify the relevant lead sectoral body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lectric vehicle ecosystem agenda.

this Tenth Day of May in the Year Two Thousand and Twenty-Three in a singl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3

泰国一直被誉为该地区的电动汽车先驱，并决心加速零排放汽车的转型。泰国政府已设定目标，

到 2030 年实现 50% 的电动汽车在本地生产，到 2035 年实现 100% 的电动汽车在本地生产。

其最近的 EV3.5 激励计划进一步为主机厂们提供了在泰国投资和设立制造设施及运营的激励措 

施。

新加坡的目标是到 2040 年让所有车辆都使用清洁能源。其他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和菲律宾等，也纷纷宣布承诺到 2030 年加速向 xEV 的转型。

此外，东盟政策制定者还超越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并探索区域合作，从而共同加速东南亚电动汽车  

生态系统的发展。2023 年 5 月，发表了一项联合宣言，为引领未来各种区域举措提供了总体指导 

原则。

J     东盟领导人联合声明的影响

东盟政府领导人关于发展区域电动汽车

(EV)生态系统的联合声明是第42届  
东盟峰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部分。

ADOPTE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eaner, greener, low-carbon, and more sustainable    
fuels  and  vehicles  in  innovative  approaches by  increasing  the electric    

capabilities in the region;

that various ASEAN  initiatives  have  called  for  greater  support  towards    
transport and energy transition, including the Kuala Lumpur Transport    

Plan 2016–2025, the ASEAN Fuel Economy Roadmap for the Transport    
2018–2025, the ASEAN  Plan  of Action for  Energy  Cooperation  (APAEC)    

Phase II, the ASEAN Regional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and Transport,

Minerals Cooperation Action Plan (AMCAP-III) Phase 2: 2021-2025,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Framework of Circular Economy for ASEAN    

Community 2023-2030;

EMPHASISING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effective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framework that encourages the adoption and use of electric vehicles as    

develop competitive electric vehicle industries to contribute to regional socio-    
development;

the immense opportunity that global supply chain development offers to    
Member States in developing a regional supply chain of regional electric    
ecosystem through investment diversification,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investment to create an ecosystem and value chain for electric vehicles,    
as  the  need  to  expand  the  policy  space of  ASEAN Member  States in    

their respect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various stages of the electric    
industry;

HIGHLIGHTING  Indonesia’s   2023    Chairmanship’s   theme“ASEAN    Matters:    
of Growth”, which underscores ASEAN’s commitment to ensuring that    

remains  resilient,  effective, and  responsive to future  regional and  global    
as well as redoubling efforts to strengthen ASEAN’s capability as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orld.

DECLARE TO: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electric vehicle adoption as part of ASEAN’s    
i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ccelerating energy transition,    

decarbonising the land  transport   sector in  the   region, achieving net-zero

targets, and improving energy security in each ASEAN Member States    
in the region.

to develop a regional electric vehicle ecosystem involving all ASEAN    
States  that  supports the  adoption  of electric vehicl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lectric vehicles industry in ASEAN Member States, and

ASEAN as a global production hub for the electric vehicles industry to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gion take into account ASEAN    
States’policy space in utilising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

ENCOURAGE the harmonisation of regional standards for the electric vehicle    
ecosystem as well as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based 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ut not limited to technology, safety standards including protec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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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与承诺

图 标准化

 合作

外部合作伙伴

实施

各国领导人认识到电动汽车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发展区域电动 
汽车生态系统,目标是将东盟打造成全球电动汽车生产的中心

.

鼓励东盟成员国之间建立电动汽车的区域标准

探索在多个领域的合作,例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研发、 
公众意识提升、环境管理、融资等

促进与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例如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等

指派东盟经济共同体 (AEC)理事会负责监督实施 ,制定  
全面战略,并协调电动汽车生态系统的发展

声明概述

ASEAN Leader's Declaration

on Developing Regional

Electric Vehicle Ecosystem

资料来源: IHS; 罗兰贝格

声明概述了

五 个 关 键 要 点 :

ADOPTED

ASEAN LEADERS’ DECLARATION

ON DEVELOPING REGIONAL ELECTRIC VEHICLE ECOSYSTEM

WE,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namely  Brunei    
Darussalam,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Malaysia, the Republic of the Union of Myanmar,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the  Kingdom of Thailand,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gathered in Labuan Bajo, Indonesia, on the occasion    
of the 42nd ASEAN Summit, on 10 – 11 May 2023;

RECALLING  the  ASEAN Community  Vision 2025, which envisions a resilient,    
dynamic,  and  people-centred  ASEAN  Community  that  contributes  to  the  peace,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and the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Blueprint    
2025 which envisages embracing sustainable transport as a new key sectoral focus    
as it has a vital role to play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SEAN region;

FURTHER RECALLING the ASEAN Comprehensive Recovery Framework (ACRF)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lan, which under the broad strategy 5 on advancing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future calls for facilitating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le    
energy through greater innovation, inclusivity, cooperation, and partnerships to ensure    
ASEAN’s capacity to deploy emerging and inclusive technologie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electric vehicles;

REAFFIRMING our commitments to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Paris Agreement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COGNISING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variety  of    
national policies and measures relating to electric vehicles amongst ASEAN Member    
States;

ACKNOWLEDGING the growing demand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automotive sector    
to support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ole of electric vehicles i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upporting the decarbonisation agenda,  including to  integrate    
electric vehicles with  bioenergy for transport  to  help  accelerate energy transition    
towards achieving Net Zero Emission  in each ASEAN Member States and in the    
region  as well as the role of critical minerals as raw materials supply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REITERATING our commitments to intensifying collectiv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air    
and water quality within the ASEAN region through creating regional initiatives to    
reduce  pollution from transportation and to pursue cross-sectoral collaboration  in

1



第二阶段，  可以观察到电动汽车销售渗透率同比增长的轨迹。第二阶段的东南亚国家的例子包

括泰国和新加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增长，尤其是在大城市。这些国家也看到 

更多电动汽车品牌进入市场。在这些国家，精选的电动汽车主机厂们和电池制造商 

们已在当地开展生产运营或已宣布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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