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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二手车出口是促进国内汽车消费升级的重要路径，也是培育外贸新动能的重要举措。２０１９年中
国二手车出口正式启动以来，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出口规模持续增长，出口目的地多元化发展，但也普遍面临着

车源收购成本高、车辆信息不透明、各地迁入标准执行不一、新能源汽车不能通过铁路运输、转移待出口 “不可

逆”等挑战。为此，从推动形成汽车产业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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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推进二手车出口作为培育外贸新动能的重

要举措，不仅有助于化解国内过剩产能，促进

汽车产业流通，带动汽车消费升级，还能促进

汽车零部件以及汽车养护、改装及维修服务的

出口，同时有效减少国内报废拆解数量，缓解

国内环保压力，对促进达成碳达峰、碳中和

“双碳”目标有积极作用。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汽

车产销国，汽车产量占全球汽车产量的３０％左
右，２０２０年末，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２８１亿，
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与美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相比，二手车在中国的市场认可度还处于

正在提升的过程。近年来，中国二手车交易规

模持续增长，占新车成交量的比重不断提高，

二手车电商交易平台不断涌现。２０２０年，中国
二手车交易量达到 １４３４２１万辆，占新车成交
量的比重从２０１１年的２３９％增长到５６７％。随

着各地汽车排放标准不断升级，国Ⅲ、国Ⅳ等
高排放汽车加快淘汰，为二手车出口提供了丰

富的车源。中亚、东欧、中东、非洲等 “一带

一路”沿线区域对二手车需求旺盛，是中国二

手车出口的重要潜在市场。东盟地区是全球第

五大汽车市场，有巨大的发展潜力，２０２１年 ３
月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的推
动下，中国与东盟成立汽车行业委员会，二手

车出口业务成为重要议题。２０１９年，中国正式
启动二手车出口业务，按照发达国家二手车交

易规模是新车的两倍、二手车出口规模占二手

车交易量的１０％左右推算，未来，中国二手车
出口有望突破百万辆，二手车出口将进一步推

动中国汽车产业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一、中国二手车出口现状和发展态势

中国二手车出口业务启动以来，出口试点

范围不断扩大，二手商用车和新能源汽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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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出口规模和平均

出口单价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国

二手车出口仍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

（一）中国二手车出口试点范围不断扩大

２０１９年４月，商务部、公安部和海关总署
联合印发 《关于支持在条件成熟地区开展二手

车出口业务的通知》。５月，三方共同召开二手
车出口专题会议，正式启动二手车出口业务，

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等１０个省市成为首批
试点地区，５０余家企业成为首批二手车出口试
点企业。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商务部等部门再次联合
下发 《加快推进二手车出口工作有关事项的通

知》，简化出口二手车转移登记手续，二手车出

口许可证由 “一车一证”改为 “一批一证”，

二手车出口适用全国通关一体化模式。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新增河北省唐山市、山西省太原市等２０
个市州为第二批二手车出口试点城市。全国开

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地区达３０个，覆盖２５个
省 （自治区和直辖市） （见表１），各试点地区
陆续出台地方性二手车出口促进政策，企业可

自主选择出口报关地和出境口岸。２０２１年２月，
商务部发布 《商务领域促进汽车消费工作指

引》，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大力促进汽车

消费循环。２０２１年３月，商务部发布 《二手乘

用车出口质量标准》《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出口

质量标准》两项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众公开征求意见。二手车出口试点范围不断

扩大，政策支持体系不断完善，但中国二手车

出口仍处于起步阶段，制约出口的政策障碍依

然存在，在各个环节仍面临多重挑战。

（二）中国二手车出口规模快速增长

２０１９年是中国二手车出口启动元年，中国
实现二手车出口 ３０３６辆，出口金额 １４８６万美
元，平均出口单价约 ４９００美元，出口至贝宁、
吉布提、安哥拉、柬埔寨等 ３０多个国家和地
区，非洲国家占比接近８０％。２０２０年，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国际市场需求下降、海运

运费大幅上涨的不利形势下，首批１０个试点省
市实现二手车出口 ４３２２辆，出口金额 ２０８１３
万美元，平均出口单价４８１６美元，出口目的地
扩大到俄罗斯、柬埔寨、埃及等８０多个国家和
地区。其中，广东省、北京市、山东省 （济宁

市）、青岛市、浙江省 （台州市）二手车出口

量位居前列 （见图１）。

（三）国际二手商用车市场需求强劲

工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在工程建设驱动

下对商用车需求强劲，中国二手商用车呈现出

供不应求的态势。中国商用车在非洲、东南亚、

中亚以及南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性价比突出，

有较强的竞争力，每年出口量占中国汽车总出

口规模的 ３０％左右。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２０２１年１－８月，中国出口商用车 ２６５万辆，
主要是载重车、特种用途车和大中型客车。二

手车出口业务启动以来，中国二手商用车以其

良好的质量、相对低廉的价格受到欠发达地区

的欢迎，出口目的地主要集中在吉布提、埃塞

俄比亚、马达加斯加等东非国家以及尼日利亚、

表
!

　二手车出口试点地区

试点批次 试点地区

第一批

（１０个地区）

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浙江省台州市、山东省济宁市、陕西省西安市、四川

省成都市、青岛市、厦门市

第二批

（２０个地区）

河北省唐山市、山西省太原市、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辽宁省沈阳市、吉林省长春

市、江苏省南京市、浙江省义乌市、安徽省芜湖市、福建省福州市、江西省宜春市、山东

省枣庄市、河南省郑州市、湖北省武汉市、湖南省株洲市、广西省柳州市、海南省海口

市、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大连市、宁波市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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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２０年首批试点城市二手车出口规模

资料来源：根据调研材料及公开资料整理。

加纳等西非国家，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和经

济效益。

（四）国际二手新能源汽车市场前景良好

中国自有品牌新能源汽车发展起步较早，

产业体系健全，技术优势和价格优势突出，涵

盖高中低各个档次，比亚迪、东风、小鹏、爱

驰等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先后出口欧洲，但国

际市场认可度与外资、合资品牌相比仍有很大

差距，特别是高端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弱。根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２０２１年１－８月，中国新能
源汽车出口 １７３万辆，其中国产特斯拉出口
９７万辆，市场占比接近六成。目前，中国二手
新能源汽车出口以展车、试驾车、库存车等准

新车为主，主要为一汽奥迪、北京奔驰等合资

汽车品牌，自主品牌占比较小。近年来，欧洲

实行严格的碳排放政策，大力推动能源转型发

展，持续加大新能源补贴力度，成为新能源汽

车出口重要潜在市场。蔚来、理想、小鹏等新

能源汽车自主品牌陆续提高出海目标，加快海

外营销网络建设，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品牌国

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当前由于运输条件的限制，

中国二手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较小，但在全球加

速低碳转型的背景下，有很大发展潜力。

二、中国二手车出口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国产和自主品牌的二手车在价格和质

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自主品牌

缺乏国际认知度，部分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

存在一定的疑虑和偏见。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大

多规模较小，市场经验不足，国际营销和售后服

务网络不完善，在国际市场的业务开展仍处于摸

索阶段，在出口各个环节仍面临挑战。

（一）车源：收购成本高，车辆信息不透明

中国汽车工业起步较晚，汽车制造成本相

对较高，目前新车销售综合税负率为２３％ （增

值税１３％，购置税１０％），二手车特别是二手
乘用车收购成本高，并且缺乏相应的退税政策，

加之出口报关、海运费、进口关税等费用，二

手车出口综合成本较高。公交车、垃圾车等公

共服务特种车辆属于国有资产，报废后需要通

过统一的招拍挂流程进行处置，拍卖手续繁琐，

而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没有资格参与二手特种

车辆交易，只能从主机厂收购整修完毕的整备

车，进一步提高了收车成本。高昂的收车成本

导致出口利润过低，企业难以盈利，严重影响

企业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的积极性。中国二手

车市场尚未建立完善的诚信交易体系，收车渠

道分散，车辆来源复杂，质量及标准不统一，

车辆信息不透明、档案系统不完善问题突出，

隐瞒事故车、水泡车的事实或篡改里程表的现

象时有发生。为保障车辆质量，企业需要自主

搭建质量检测平台，有些车辆还需要回到主机

厂检修，极大提高了企业成本。二手车整备是

车辆出口前的必经流程，但目前车辆评估不够

规范，车辆整备缺乏行业统一规范标准，品控

不一可能会引发行业负面口碑，不利于中国车

辆形象建立和品牌培养。另外，国内车源供给

与国际市场需求不匹配问题突出。非洲等欠发

达地区对价格高度敏感而对车况要求不高，二

手商用车进口最多的是国Ⅱ、国Ⅲ标准。目前
中国国内国Ⅱ、国Ⅲ商用车辆淘汰速度加快，
存量车源急剧减少，车源供应严重不足，而替

代车型在海外的接受程度仍需较长时间的培养。

（二）流通：异地流通不畅，转移待出口

“不可逆”

　　二手车 “限迁”政策已于２０２１年２月全面
取消，但各地执行标准差异较大。如福州、石

家庄等地是以国Ｖ（含国Ｖ）以上排放为标准，

·５５·中国二手车出口态势、挑战与突破路径



合肥等地是以国 ＩＶ（含国 ＩＶ）以上排放为标
准，而成都等地是以迁入车辆尾气检测为标准，

致使二手车异地流通受阻。铁路运输限制阻碍

二手新能源汽车出口。中亚国家和中东欧国家

是中国二手车出口的重要市场和潜在市场，中

欧班列是连接中亚和中东欧高效便捷的国际物

流方式，但根据规定，新能源汽车的蓄电池属

于易燃易爆物品，无法搭乘中欧班列，只能通

过陆运拖车等方式运输，企业运输成本加大，

时效性大幅下降，影响市场竞争力。二手车转

移待出口手续 “不可逆”，导致车辆积压。按照

规定，二手车出口必须办理转移登记证和临时

号牌等 “转移待出口”程序，２０２０年以来受到
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原有海运航线装船

发运大幅缩减，船运费翻了２至４倍，导致原
计划出口车辆难以按时发运，出现积压情况，

而已办理 “转移待出口”手续的车辆无法转成

内销，只能办理报废，对中小型二手车出口企

业造成较大成本压力。

（三）出口：尚无独立海关编码，信保支持

需加强

　　目前二手车没有独立的海关编码，在每个
海关的审核标准有时不一致，影响出口时效。

二手车整车出口需要得到主机厂的授权，未得

到授权的车辆无法报关，更换重大零配件也需

要得到主机厂认可，授权申请过程较为繁琐。

不同主机厂对二手车出口的态度不同，特别是

合资整车厂的外方担心二手车的出口会冲击新

车在当地市场的销售，以及在汽车整备缺乏统

一标准的情况下，在汽车翻新、整备的过程中

可能会产生新的缺陷，导致汽车品牌形象受损，

二手车出口企业得到主机厂授权的难度较大。

采购二手车的国家大多外汇管制严格或外汇短

缺，难以从本国一次性汇出全额美金，中信保

根据企业上年的出口额给予出口信保额度，信

保额度较低，企业承担的违约风险较大。

（四）售后：服务网络不健全，尚未形成完

整服务链

　　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在海外市场尚未实现

销售和售后服务的渠道搭建。目前，企业主要

以接受散单、与当地渠道商合作为主，尚未形

成规模化、常规化、标准化出口。部分企业尝

试了 “海外仓”寄售模式，效果还有待观察。

二手车一车一况，更需要强大的配件供应链和

售后服务支持，车龄较长的汽车零配件还可能

已停产，但二手车出口企业在海外售后服务网

络不完善，弥补这一短板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

目前中国缺少针对二手车出口的融资扶持项目，

二手车运输成本较高，出口周期长，企业资金

链受到较大考验。大部分试点企业对二手车出

口业务缺乏实操经验，二手车出口涉及的检测、

结算、仓储、运输、保险、售后等多个环节还

没有形成完整的链条。

三、发达国家推动二手车出口的典型

做法

　　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在国际二手车市

场深耕多年，已经形成了政策法规健全、管理

体系完善、检测评估规范、流程便捷高效的交

易模式，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受到消费者

的广泛认可，２０２０年全球出口规模分别达到
１３０万辆、１１０万辆和 ３０万辆，是二手车行业
发展的成熟模版。中国应学习和借鉴日本、美

国等国家的丰富经验，加快推进二手车出口高

质量发展。

（一）二手车出口政策保障体系完善

美国和日本政府对二手车交易干预较少，

主要由行业协会进行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制

定行业标准。政府及行业协会出台了多项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规范二手车交易市场，严格限

制二手车经营主体准入条件，大力整治违规交

易，为二手车出口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例如，日本车检制度严格，检查项目多、费用

高，变相促使车主更换新车，汽车年检时会同

时记录里程表示数，车辆出口时，最近两次车

检记录的里程数将记载在车辆的注销文件以及

出口许可证书上，以防止里程表被篡改。日本

《汽车报废回收再利用法》规定，车辆购买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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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车辆支付高额的报废费用，而对于用于出口

的二手车，出口商可以申请返还这笔费用，有

效降低二手车出口成本，提高了企业开展二手

车出口业务的积极性。

（二）二手车检测评估体系严格规范

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二手车行业相关

协会制定了二手车评估标准并定期发布二手车

价格指导手册，本土培育并引进了多家第三方

独立检测机构，建立了严格规范的二手车检测

评估体系。日本引入日本自动车查定协会

（ＪＡＡＩ）、日本汽车出口检验中心 （ＪＥＶＩＣ）、
英国 ＩＮＴＥＲＴＥＫ检测公司等国内外二手车检测
评估机构，建立了成熟的车辆检测人才培训体

系，检测结果准确性高、公信力强，受到国际

广泛认可，可以满足不同进口目的地国的检测

要求。

（三）二手车车辆信息查询透明便捷

各大二手车经销商都搭建了信息完善的线

上购车平台，透明展示车辆库存、车龄、里程、

配置等信息，实时确认在售车型，有效解决二

手车流通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并提高了

交易效率。美国、日本等国家还建立了面向消

费者开放的车辆信息查询平台，消费者可凭借

每台车辆对应的车辆识别代号 （ＶＩＮ码）在网
站上便捷查询全国车辆自出厂以来的历史价格、

行驶里程、维修记录等全过程信息。美国独立

的汽车评估公司 ＣＡＲＦＡＸ为每辆汽车建立了车
辆历史档案，档案内容包括所有权及变更、里

程数、尾气排放检验结果、维修、抵押、事故

记录等重要信息，信息来源包括生产商、使用

者、管理检验部门、消防与警察部门、车辆保

险公司、租赁拍卖公司等多个渠道，确保车辆

历史信息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四）二手车出口配套服务体系完善

经过多年发展，美国、日本等国家围绕二

手车出口业务的运输、保险、结算、售后等配

套服务完备，构建了二手车出口全链条服务体

系，保障交易安全高效，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

便利。日本二手车出口交易服务平台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ＣＡＲＴＲＡＤＥ（ＪＣＴ）汇集了日本上千家
二手车出口商的车辆信息和各进口国的准入政

策，信息完善透明，操作简单便捷，为海外买

家提供日本二手车购买一站式服务。二手车出

口企业在主要出口落地国家设立了比较完善的

零配件供应和维修售后体系，企业在当地自建

售后服务和维修网点，或者与当地二手车零部

件经销商建立业务合作，客户通过服务平台即

可满足购买零部件的需求。日本最大的二手车

出口商之一 ＢＥＦＯＲＷＡＲＤ在坦桑尼亚、赞比
亚、南非、巴基斯坦等主要出口目的地有 ３０
多家分支机构，并与当地零部件经销商建立了

业务合作，为消费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售后

服务。

（五）实施出口退税制度或补贴政策

美国、日本等国家针对二手车出口实施相

应的退税或补贴政策，提高了企业的出口积极

性。日本二手车出口退８％消费税，德国二手车
出口退１９％增值税，美国对二手车出口的税收
不征不退。韩国对二手车交易税费和运输费用

进行补贴，政府将二手车交易业定为 “适合中

小企业从事的行业”，对于汽车生产商等大型企

业进入市场设定了一定的限制，针对中小企业

在交易税费、运输费用方面提供一定的补助。

目前中国尚未推出二手车出口领域的退税政策，

国家层面也没有相应补贴政策，一些地方政府

给予一定的补贴但金额较少。

四、加快推动中国二手车出口的路径

选择

　　中国二手车出口的发展还需要长时间的培
育过程，政府应该学习和借鉴日本、美国等汽

车产业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不断完善二手车

出口政策支持体系，从各个环节协同发力，推

动二手车出口加快发展。

（一）搭建信息平台，推动二手车信息公开

透明

　　借鉴日本和美国等国家推动二手车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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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以行业协会或者龙头企业牵头，搭

建 “二手车查询和交易信息交流平台”，联通公

安、交通、商务等部门的车辆信息，推动二手

车信息公开透明。完善信息查询平台功能，建

立二手车交易诚信维权模块，支持消费者凭借

车辆ＶＩＮ码在平台上查询车辆历史信息、质量
信息、事故情况、维修情况等，有效解决二手

车流通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强二手车出口

业务监管，对二手车设立独立海关编码。各地

政府应将出口质量放在首位，从资金规模、车

源渠道、海外服务合作等方面严格筛选试点企

业，并加大对二手车出口企业失信行为的惩戒

力度，建立企业黑名单制度，对出现伪造产权

证明、篡改里程表等严重违规行为的企业，取

消二手车出口资质。

（二）丰富二手车车源，推动二手车规模化

出口

　　充分发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中国拍卖行
业协会等行业协会作用，推动完善和实施 《二

手乘用车出口质量标准》《二手商用车辆及挂车

出口质量标准》，加强二手车检测人才队伍培

育，严格把控二手车出口质量。为长库龄新车

（合格证过期）、内部测试车辆，以及因产能过

剩或海外订单取消的低排放标准 （欧２、欧３）
新车，在国内办理上牌手续 （仅办理临牌，并

马上办理 “转移待出口”，不缴纳车辆购置

税），以二手车出口进行多渠道消化。加强省级

商务、公安、环保等部门的沟通协调，促进出

台国Ｖ库存次新车转户出口相关政策。在油改
气、气改电过程中淘汰的许多车辆尚未达到报

废标准，不再强制要求拆解，经质量检验或整

修后，将具有一定出口价值的车辆由二手车出

口企业出口，降低主机厂回收成本。复制推广

浙江省做法，允许二手车出口企业参与公共服

务领域特种车辆转让和竞标等处置，所购特种

车辆专供出口。将出口试点企业名单纳入海关

主机厂品牌授权名单，对符合质量标准的二手

车出口，不强制要求匹配原厂零部件或要求原

厂授权。推动二手车出口许可证无纸化办理，

进一步提高办证效率。

（三）实施出口退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参照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出口退税政策，

以新能源二手车出口为切入点实施出口退税。

鉴于二手车交易税收管理存在难点，可基于新

能源二手车增值税和车辆购置税发票比较齐全，

探索新能源二手车出口退税，也可对所有二手

车出口以车辆购置税 “折旧”退税，降低二手

车出口成本，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大对二手车

出口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建设海外营销网络和

售后服务网络的融资信贷支持。引导地方政府

在二手车市场培育期出台鼓励支持政策，目前

广州、成都、天津、浙江等地方政府已给予试

点企业二手车出口每台车辆２０００元 ～１００００元
不等的补贴政策。复制推广浙江 “将二手车出

口纳入老旧汽车淘汰政策支持范围”的做法，

将 “出口换新”视作国内的 “报废换新”，享

受 “报废换新”奖励政策，加快存量汽车更新

速度。开展二手车出口保税业务，鼓励二手车

出口试点企业根据海外市场预期，提前将新能

源汽车备货至综合保税场地再进行海外营销、

分批出口的业务模式 （二手车入保税场地即可

视为出口———境内关外），节省企业成本，加快

资金回笼。分类解决转移待出口 “不可逆”问

题，回归二手车商品属性，对符合国内流通要

求的，允许转为内销，缓解出口企业经营压力；

对不符合要求的，督促出口企业及时报废拆解，

并办理注销登记。复制推广 “义新欧”运输新

能源二手车做法，在安全可控的情况下，只要

符合车辆安全技术标准的，可不强制要求车电

分离，以整车形式搭乘中欧班列运输。加强出

口信保保障，创新出口信保产品，拓展一般贸

易小微企业信保统保范围，适当提高较大规模

二手车出口订单的信保额度。

（四）引导企业加强合作，完善海外售后服务

联合商务、车管、海关、中信保等部门，

加强对二手车出口企业出口风险、外汇结汇、

信用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培训与指导。引导

企业加强交流合作和信息共享，建立二手车出

口联盟，共同开拓国际市场，提高物流议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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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进海外仓共建、共享。充分发挥自身比

较优势，重点关注非洲、东南亚、中亚等 “一

带一路”区域国家和欧洲市场，大力推动二手

商用车和二手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鼓励二手车

出口企业与海外二手车交易平台或二手车经销

企业合作，搭建二手车出口交易服务平台，促

进与国际市场产销对接，降低渠道成本。引导

二手车出口企业与主机厂合作，共建共享整备

维修中心，完善海外售后服务网络，提高售后

服务质量，提高中国二手车的品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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