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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传统汽修店为何没能快速转型
新能源车修理业务？

事实并非想象中的容易。首先高昂
的成本，就让不少小规模汽修店却步。

方强说，维修新能源车要采购检测
电脑、示波器、电动压缩机等配套设备，
成本不菲，光一个维修工位成本就是油
车工位的好几倍。另外，电车有 200 至
750 伏的高压，技师进行操作必须配备电
工证。

但高投入未必带来高回报。在汽车领
域，人们习惯把重要部件统称为“三大
件”。开了9年燃油SUV的葛先生，去年换
了国产纯电轿车。他发现，随着机油机滤、
汽油滤芯、变速箱油、火花塞等定期维保项
目的消失，用车成本大为缩减，“燃油车一
年下来保养费用至少1000元，而新能源车
开一年只换个空调滤芯，200元。”

转型难的另一大原因，是技术门槛和
壁垒。

一家新能源车企官方维修中心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新能源车维修的技术门槛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能源车的
动力系统本身比燃油车的发动机、变速箱
更贵、更难修。比如坏了一个电芯，往往只
能更换整个电池包，燃油车发动机则可以
针对性地更换某一个零件。

另一方面是新能源车电子部件多，车
企在电池、电机、电控设备中设计了非常
高的系统权限，限制了第三方服务商的进
入，导致新能源汽车的维修定价权被整车
厂牢牢把控。

此外，与传统燃油车企的售后政策不
同，新能源车企为了促进销售，质保期长
达 5 年至 8 年，不少车企还对三电系统甚
至整车终身质保，这进一步限制了汽修店
的市场份额。

新能源车厂家对于质保条件的设置，
也是车主不进汽修店的因素之一。“质保
期内，如果不在厂家指定的售后中心维修
保养，会被认定为‘脱保’，无法享受质保
权益。”增程式SUV车主陈高峰说，虽然官
方售后中心收费比汽修店高，但因害怕

“脱保”，他只能选择前者。

新能源车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也改变了汽修行业市场格局

老客户纷纷“换新”

传统汽修店会不会“无车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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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布大街小巷的汽修店，是中国步入汽车时代的缩影。但如
今，高歌猛进的新能源车不仅日益挤压燃油车的空间，也悄然改变
着汽修市场的格局。

12月9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
的数据显示，11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零售126.8万辆，同比大
幅增长50.5%；今年1月至11月，累计零售959.4万辆，同比增长
41.2%。

新能源车的技术特性、维修方式与燃油车大相径庭。油车和
电车“打架”，难道会将街头的汽修店逼得“无车可修”？面对新能
源车被越来越多消费者选择的当下，传统汽修行业面临着怎样的
危与机？

那么，新能源浪潮下，传统汽修店真的只能
坐以待毙吗？

浙江大学研究员、动力机械及车辆工程研究
所所长刘震涛认为，冲击并不意味着传统汽修行
业的消亡，因为燃油车在商用车市场中份额还很
大，新能源车中也有一部分是混动、增程式车型，
有发动机、变速箱等结构。未来，燃油车也并不
会退出市场，而是在销量上与新能源车达到一个
平衡点。

《中国汽车后市场维保行业白皮书》显示，新
能源汽车维修保养市场规模达3000亿元，这也是
传统汽修店转型升级的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
新能源车维修人才的培养储备是否足够充实。

据工信部《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
2025年，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业的人才缺口预计为
103万人。中国汽车维修行业协会会长张延华表
示，103万人才缺口中，新能源汽车售后服务人才
就占了80%，相当于82.4万人，而目前我国从事新
能源汽车维修的技能人员不足 10 万人，仅有
24.7%的技工能够从事电池检测及维护工作，不
到5%的技工对辅助或自动驾驶有所了解，但不能
完成相关维护工作。同时，现有维修工中仅有
24.2%取得电工证书，具备新能源车维修上岗条
件。

业内人士介绍，新能源汽修本质并不是机械
维修，而是电气类技能，比如要有高压、低压电工
操作证，还要掌握电子、机械、材料、计算机等知
识，属于复合型人才。

浙江交通技师学院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方升
告诉记者，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该学院从2016年
开始涉足新能源汽修专业人才培养，并于次年开
设了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专业，单独招生。“目
前，每年有近100位新能源方向毕业生，整个学院
也有将近50%的学生具备新能源汽车保养维修能
力。”

方升介绍，学校与车企的合作也在加深。一
类是校企合作，由整车企业来校择优挑选实习
生，进入该品牌的售后服务中心实训。另一类是

“订单班”合作，在普通班基础上，比亚迪、特斯
拉、蔚来、小鹏等企业与学校一同面试学生，组建

“订单班”，学习对应车企的售后专项课程，有的
学生在学习中就通过了车企的技术认证，毕业后
可直接入职。当然，培养的学生中，今后也可能
充实到各大中小型新能源维修汽修企业中。

老一代汽修工也不甘心被时代淘汰。黄驰
新和方强都表示，如果有机会，很愿意学习新能
源汽车维修的相关技能，为今后转型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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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杭州市钱塘区的一家汽车维修
养护中心，3 个工位上停放着两辆新能源
车、一辆燃油车。燃油车正在更换发动机
氧传感器，新能源车则是在洗车。

修车师傅黄驰新对记者说，从2022年
开始，到店的比亚迪、特斯拉等品牌的新
能源车多了起来。新能源车因为质保期
长，来店里主要是洗车美容，维修大多只
是油漆、钣金、补胎。

国内一家汽车网站编辑“老炮”长期
关注汽车售后市场。他介绍，一直以来，
国内汽修行业的格局比较稳定，有自己的
生态链。只要技术到位、性价比高，大大
小小的修理店总能保持较稳定的生存能
力，“有的汽修店规模不大，但多年来光
靠维修某款变速箱就能活得不错。”

稳定的行业生态，在新能源汽车销量
的爆发式增长后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汽车服务世界 《2013-2023 汽车后市
场资本十年产业报告》 显示，2023 年，
53%的汽服店进厂台次同比下滑，其中
35%的门店“进厂台次下降，单车产值下
降”。

去年从一家4S店离职的技师方强，在
老家金华办了一家修理厂。采访中他告诉
记者，车间里一共有 6 辆车，3 辆是保养
维修的燃油车，3 辆新能源车在洗车美
容。“洗车利润有限，主要是聚人气，收
入主要还是靠维保。”方强表示，今年的
维保生意略有下降，部分原因是老客户纷
纷换了新能源车，这让他颇有些担忧。

在某同城网站上，杭州有关汽修店转
让的信息有 108 条。新开的汽修店也变少
了。企查查数据显示，2022年、2023年国
内汽车维修相关企业的注册量，同比分别
下降了20%、16%。

老客户纷纷“换新”
汽修店的“寒冬”来了吗

传统汽修店转型
为何困难重重

新能源浪潮下
汽修行业前路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