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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石化  

 
车辆电动化或加速路上交通用油需求达峰  

 
➢ 全球电车销量创纪录高增长 

2023 年全球电车销量接近 1400 万辆，折合约 35%的年增长率，占汽车总

销量接近 18%。电车销量在 2019 年后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增速在

2019-2022 年 3 年 CAGR 录得 67.3%，其中中国录得 76%，领先其他区域。

欧洲和美国同期增速分别录得 65.1%和 49.4%，新兴市场电车销量尽管基

数低，在 2022 年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IEA 预测 2024 年全球电车销量或

将接近 1700万辆，销量渗透率或超过 20%。 

➢ 中国电车销量领先其他区域 

排除 2020 年疫情影响，中国电车销量自 2017 年维持在全球总销量一半以

上。在 2021 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仅增长 3.3%的情况下，中国电车销量较

2020 年增长了一倍。2022 年中国电车销量在国内汽车总销量占比达到

29.5%，提前完成国务院制定的《新能源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目标。根据《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指引，至 2030年新增新能

源交通工具比例达到 40%左右，往前看中国电车销量高增长有望延续。 

➢ 中国汽油消费或率先见顶回落 

中国汽车电动化率先于大型车辆持续提升或反映到石油市场，中国成品油

中汽油消费或率先收缩减量，柴油消费或增速放缓。中国电车较燃油车经

济性凸显，2023 年中国销售超过 60%的电车较同车型燃油车更为经济，电

车渗透率达到 35.2%。车辆部门电动化率提升或抵消疫情后经济恢复对汽

油需求的拉动，汽油需求在 2024-2028 年或录得年均接近 4 万桶/日的降

幅。化工用油受炼化产能扩张或占比提升。 

➢ 欧美电车市场或受政策激励 

欧洲执行更严格的气候政策或将推动大型车辆电动化率提升，柴油需求较

汽油或面临更显著的降低：2024-2028 年欧洲柴油和汽油年均降幅或分别

接近 12 万桶/日和 4 万桶/日。美国电车保有量在财政激励下或保持高增

长，北美汽油需求或进一步受到压制：北美汽油需求在 2024-2028 年或录

得年均 22万桶/日的降幅。 

➢ 全球燃油车保有量面临达峰 

我们对全球汽车报废率做了核心假设并提出了三种情景：当报废率介于

5.5%-6.0%，燃油车保有量或将自 2025 年停止增长，峰值接近 14.75 亿

辆，届时以汽油和柴油为主的路上交通用油或面临达峰；当报废率介于

5.0%-5.5%之间，燃油车保有量或将在 2030-2035 年间达峰，峰值或接近

14.93 亿辆；当报废率接近 4.5%，全球燃油车保有量或将在 2035-2040 年

间达峰，峰值或接近 16.26亿辆。 

➢ 投资建议：关注石油需求结构转变的机会 

全球因电车引起的石油需求替代量在 2023年前不足 100万桶/日，至 2025

年或接近 150 万桶/日，至 2030 年或超过 450 万桶/日。尽管电车行业的

快速发展对路上交通用油需求起到了抑制作用，航空煤油需求、化工用油

需求以及新兴市场需求增长仍将对石油需求产生积极影响，石油总需求有

望持续增长。我们建议关注专注于油气上游开采业务，也是中国最大的海

上原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海油。 

   
风险提示：全球宏观经济下行风险；能源转型进程加快风险；电车项目投

产不及预期风险；原油和天然气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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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带动全球电车销量创纪录增长 

1.1 全球电车销量自 2019 年大幅增长 

2019-2022 年全球在宏观经济下行的环境中面临供应链中断、地缘政治危机以

及能源相关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尽管全球汽车销量在 2019年后表现低迷：

全球汽车销量连续 3 年低于 7500 万辆，销量增速 3 年 CAGR 为-3.1%；电车

（BEV+PHEV）销量却呈现出大幅增长的趋势：全球电车销量增速在 2019-2022 年 3

年 CAGR录得 67.3%，其中中国录得 76.0%，领先其他区域。其次是欧洲和美国，3年

电车销量增速分别录得 65.1%和 49.4%。其他新兴市场的电车销量尽管基数低，在

2022年也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其中印度、泰国和印尼电车销售总量在 2022年达到 8

万辆，销量超过 2021年 3倍。 

图表1：全球汽车销量（百万辆）以及电车销量占比（%）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IEA、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2：全球电车销量（百万辆）以及中国电车销量占比（%）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2018 年全球汽车销量创下历史新高，全年销量接近 9000 万辆。其中电车全年

销量仅有 2000 万辆左右，占比 2.36%；2017 年前全球电车销量占比不足 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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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占比超过了 14%。电车销量在 2023 年进一步提升，全年销量接近 1400 万辆，折

合约 35%的年增长率，占汽车总销量接近 18%。展望 2024全年，国际能源署（IEA）

预测全球电车销量或将接近 1700 万辆，销量渗透率或将超过 20%。 

1.2 中国电车销量高增长趋势有望延续 

排除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影响，自 2017 年起，中国的电车年销量维持在全球总

销量的一半以上。其中 2021 年中国汽车销量同比仅增长了 3.3%，电车销量较 2020

年却增长了一倍。2022年中国电车销量在国内汽车销售总量占比达到了 29.50%，提

前完成了国务院制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目标：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中国财政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科技部和发改委在 2021 年共同出台了关于 2022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

政补贴政策的通知，2022 年 9 月进一步将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续实施至 2023 年

底，补贴政策对中国电车销量加速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国务院在 2021 年出台的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指出到 2030 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动力

交通工具比例达到 40%左右。往前看，中国电车销量高增长有望延续。 

图表3：中国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科技部，

国务院，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时间 政策名称 主要政策措施和目标 发布机构

2024年2月
商务部等9单位关于支持新能源汽车贸易

合作健康发展的意见
多项政策支持新能源车国际贸易 商务部

2023年12月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

见
到2027年，新增汽车中新能源汽车占比
力争达到45%。

国务院

2022年9月
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延续实

施至明年底
将2022年底到期的新能源车免征车辆购
置税政策延续实施至2023年底。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2年8月 《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

到 2030 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
源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到 40%左右，
乘用车和商用车新车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分别比 2020 年下降 25%和 20%以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
态环境部

2022年6月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
到2030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新能
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量
的50%左右。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

2021年12月
关于2022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

贴政策的通知

新能源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从2022年1
月1日起实施，于2022年12月31日终止，
2022年12月31日之后上牌的车辆不再给
与补贴。

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发
改委

2021年10月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到2030年，当年新增新能源、清洁能源
动力的交通工具比例达到40%左右。陆路
交通运输石油消费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
值。

国务院

2021年10月 《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
2025年全国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含网
约车）、城市物流配送领域新能源汽车
占比目标值分别为72%、35%、20%。

交通运输部

2020年11月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

2035年）》
到2025年，新年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
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20%左右。

国务院

2020年10月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

至2035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比超过
50%，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达到100万辆
左右，节能汽车全面实现混合动力化，
汽车产业实现电动化转型。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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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路上交通用油需求或在 2030 年前达峰 

疫情后远程办公成为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常态，商务出行需求较疫情前降低；燃

油车保有量随着交通部门电动化率提升面临增速放缓，道路交通用油作为成品油消

费增量的重要组成或在 2025年后出现负增长。 

图表4：2022-2028 年全球需求年增长（百万桶/日）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全球燃油车保有量自 2017年至 2022年增长了 13356万辆，5年 CAGR接近 2%；

而全球电车保有量在 2017年不足 500万辆，至 2022年底接近 2800万辆，5年 CAGR

接近 50%。分类型看车辆电动化主要由汽车拉动，自 2011 年起电动汽车保有量在电

车占比超过 80%，保有量 2017-2022 年 5 年 CAGR 接近 53%；燃油车中汽车保有量占

比虽然稳定在 80%左右，增速却远低于卡车和货车，燃油汽车保有量 2017-2022年 5

年 CAGR 不足 2%。往前看，路上交通用油中作为汽车主要燃料的汽油消费或首先面

临达峰，而与大型车辆相关的柴油需求仍有增长空间。 

图表5：2010-2023 年全球电车保有量（百万辆） 

 
图表6：2010-2023 年全球燃油车保有量（百万辆）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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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经济性在中国市场较欧美市场更为凸显，2023 年中国销售超过 60%的电车

已经比同样车型的燃油车便宜，电车渗透率达到 35.2%，而欧美市场电车价格仍高

于燃油车 10%-50%。随着中国电车成本和性能不断优化，用户购买力和购买意愿持

续提升，往前看中国电车价格有望持续下降。伴随性能和产品力持续提升，中国电

车渗透率至 2030 年后或将超过 50%。2017-2022 年在燃油车 5 年复合增长率仅有 8%

的情况下，中国电车 5 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55%，分类型看汽车 5 年 CAGR 为 63%，远

高于其他车型。汽车电动化率先于大型车辆持续提升反映到石油市场，中国成品油

中汽油消费或率先收缩减量，柴油消费或增速放缓。 

图表7：2010-2023 年中国电车保有量（百万辆） 

 
图表8：2010-2023 年中国燃油车保有量（百万辆）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中国正经历由建筑和制造业驱动经济模式向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变，且

受全球制造业活动低迷影响，柴油和汽油在成品油消费结构中占比在 2024-2028 年

展望期内或录得 1%-2%的小幅下降。车辆部门的电动化率提升或抵消疫情后经济复

苏对汽油需求的拉动，汽油需求在 2024-2028年或录得年均 4万桶/日的降幅；中国

致力于减少高端化工材料进口依赖，扩大炼化产能或影响化工油品在成品油中占比，

油转化或表现显著。 

图表9：2022-2028 年中国需求年增长（百万桶/日）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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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欧美汽柴油需求受政策驱动或将降低 

2.2.1 欧洲大型车辆电动化提升或降低柴油需求 

欧洲 2022年电车保有量约 811万辆，电车销量接近 270万辆，在全球占比分别

接近 29%和 25%，是继中国的全球第二大电车市场。尽管欧洲电车保有量仅触及中国

的一半，增速却与中国接近：2017 至 2022 年电车保有量 5 年 CAGR 录得 54%，略高

于全球均值。与之对应的欧洲燃油车保有量自 2020 年未见增长，2017 至 2022 年 5

年 CAGR 仅录得 2%。2023 年欧洲电车销量接近 320 万辆，同比增速接近 19%；保有

量接近 1170万辆，同比增速接近 44%。 

图表10：2010-2023 年欧洲电车保有量（百万辆） 

 
图表11：2010-2023 年欧洲燃油车保有量（百万辆）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欧洲汽车制造协会（ACEA）显示柴油和汽油车辆销量占比在 2023进一步收缩至

50%以下，其中柴油车销量占比下降了 3pct 至 12%，汽油车销量占比下降了 1pct 至

36%。欧洲在逐渐淘汰取暖油以及柴油发动机的同时致力于更严格的气候政策：修

正的欧洲大型车辆二氧化碳排放标准要求新销售城市巴士自 2035年全部满足零排放

要求，其他大型车辆碳减排在 2030/2035/2040年较 2019年分别降低 45%/65%/90%。

大型车辆电动化或将提速，在展望期内柴油需求或将较汽油呈现出更显著的降低，

2024至 2028年柴油和汽油的年均降幅或分别接近 12万桶/日和 4万桶/日。 

0

2

4

6

8

10

12

14

巴士 Buses 汽车 Cars 卡车 Trucks 货车 Vans

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巴士 Buses 汽车 Cars 卡车 Trucks 货车 Vans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8 

 

 

行业报告│行业周报 

图表12：2022-2028 年欧洲需求年增长（百万桶/日）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2.2.2 美国电车财政激励或进一步降低汽油需求 

尽管美国燃油车保有量在 2020年和 2022年分别录得接近 3%和 1%的降幅，美国

电车保有量自 2017 至 2022 年 5 年 CAGR 接近 32%。2022 年美国电车保有量接近 300

万辆，占全球电车总保有量接近 11%。2023 年美国电车销量接近 140 万辆，同比增

速接近 40%，增速较 2021和 2022年有所放缓，而电车保有量增速接近 59%，维持上

升趋势。美国通胀削减法案（IRA）和加州先进清洁汽车法规 II（ACC II）给予电

车市场财务鼓励和财政补贴，在政策刺激下美国电车保有量有望保持高增长。 

图表13：2010-2023 年美国电车保有量（百万辆） 

 
图表14：2010-2023 年美国燃油车保有量（百万辆）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随着满足北美电车整车制造要求的新车型进入销售渠道，更多用户可以享受

IRA 单车补贴最高额度 7500 美元的税收减免或将进一步刺激电车需求。拜登政府

《两党基础设施法》共计拨款 75亿美元用于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用以改善电车长

距离行驶受制于电池容量的限制；同时政府提出更严格的车辆燃料经济性标准，且

设定 2030 年电车销量占比达到 50%的目标，美国燃油车保有量自 2019 年出现下降

趋势或进一步压制汽油需求。北美石油需求或已在 2023 年见顶，其中汽油需求在

2024-2028年或录得年均 22万桶/日的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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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5：2022-2028 年北美需求年增长（百万桶/日）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3. 交通部门石油需求替代有望加速 

3.1 全球电车销量及保有量预测 

我们参考 IEA 数据，并对 2024-2040 年全球电车销量增速和报废率做了核心假

设。根据我们测算全球电车销量至 2030年或将增长至接近 4500万辆，2024-2030年

6年 CAGR接近 15%，届时全球电车保有量或将接近 2.60亿辆。全球电车销量至 2035

年或将接近 5800 万辆，届时电车保有量或将接近 4.46 亿辆。随着大型车辆受政策

推动电动化率提速，电池成本不断优化，充电桩设施逐渐完善，电车保有量增速或

将快于我们预期。 

图表16：2010-2030 年全球电车销量、保有量以及预测（百万量）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3.2 燃油车保有量及石油需求替代预测 

我们对 2024-2040年全球汽车（电车+燃油车）销量增速和报废率做了核心假设，

在燃油车保有量低增长情景下：全球汽车报废率介于 5.5%-6.0%之间，根据我们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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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全球燃油车保有量或将自 2025年停止增长，峰值或接近 14.75亿辆。随着电车

渗透率不断提升，燃油车保有量自 2026年起或逐渐降低。 

燃油车保有量增长或高于我们预期，因此我们也提出了另外两种情景：当展望

期内全球汽车报废率介于 5.0%-5.5%之间，根据我们测算全球燃油车保有量或将在

2030-2035 年间达峰，峰值或接近 14.93 亿辆；在我们对燃油车保有量预测最乐观

的情景下，全球汽车报废率接近 4.5%，全球燃油车保有量或将在 2035-2040 年间达

峰，峰值或接近 16.26亿辆。届时全球电车销量或将超过 7000万辆，保有量或将超

过 6.00亿辆。 

图表17：全球燃油车和电车保有量及预测（百万辆），按车型石油需求替代预测（百万桶/日） 

 
资料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日益增长的电车保有量对交通部门石油需求的抑制逐渐明显，根据 IEA 统计数

据，2023 年全球因电车导致的石油需求替代达到了 82.6 万桶/日：其中汽车部门是

主要的替代来源，占比超过 85%。随着燃油车保有量增速放缓，以汽油和柴油为主

的路上交通用油或逐渐面临达峰。我们参考了 IEA 基准情景下的石油需求替代预测：

车辆部门电动化以汽车为主，卡车、巴士以及货车电动化比例在展望期内将不断上

升。全球由于车辆电动化引起的石油需求替代量在 2023 年前不足 100 万桶/日，至

2025年或将增长至接近 150万桶/日，至 2030年或将超过 450万桶/日。 

4. 投资建议：关注石油需求结构转变的机会 

能源行业正经历传统能源向新能源的结构转化，尽管电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对路

上交通用油需求起到了抑制作用，航空煤油需求、化工用油需求以及新兴市场的需

求增长仍将对石油需求产生积极影响，石油总需求仍有望持续增长。我们建议关注

专注于油气上游开采业务，也是中国最大的海上原油和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海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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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险提示 

全球宏观经济下行风险；能源转型进程加快风险；电车项目投产不及预期风险；

原油和天然气需求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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