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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创新地提出将消费者绿色偏好、产品替代率等作为研究新能源汽车供

应链效益的主要影响因素。 方法 将两个不同汽车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作为研究主体,在主要考

虑消费者绿色偏好、产品替代率等影响因素下,通过供求关系构建供应链各主体的利润函数模型,利用逆向归纳法

对模型进行求解,进而利用 maple 软件对整体供应链各部分利润进行数值分析。 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新能源汽车

制造商、分销商和供应链整体利润与消费者绿色偏好和产品替代率呈正相关,而对传统燃油车制造商而言,其利润

与消费者绿色偏好呈负相关,与产品替代率呈正相关。 结论 数值分析发现:当消费者绿色偏好和产品替代率较小

时,产品替代率是影响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分销商利润的主要因素,消费者绿色偏好是影响传统燃油车制造商和整

体供应链利润的主要因素;当消费者绿色偏好和产品替代率逐渐增大时,消费者绿色偏好逐步成为影响新能源汽车制

造商、分销商利润的主要因素,产品替代率逐步成为影响传统燃油车制造商、整体供应链利润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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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oblem 
 

it
 

is
 

innovative
 

to
 

propose
 

consumer
 

green
 

preferences
 

and
 

product
 

substitution
 

rate
 

as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to
 

study
 

the
 

supply
 

chain
 

benefits
 

of
 

new
 

energy
 

vehicles.
 

Methods This
 

paper
 

took
 

a
 

two-level
 

supply
 

chain
 

consisting
 

of
 

two
 

different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and
 

one
 

distributor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study.
 

Under
 

the
 

main
 

consideration
 

of
 

consumer
 

green
 

preference 
 

product
 

replacement
 

rate 
 

and
 

other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profit
 

function
 

model
 

of
 

each
 

main
 

body
 

of
 

the
 

supply
 

chain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The
 

model
 

was
 

solved
 

by
 

the
 

backward
 

induction
 

method.
 

The
 

profit
 

of
 

each
 

part
 

of
 

the
 

whole
 

supply
 

chain
 

was
 

analyzed
 

numerically
 

by
 

maple
 

software.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profits
 

of
 

new
 

energy
 

vehicle
 

manufacturers 
 

distributors 
 

and
 

supply
 

chai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and
 

product
 

replacement
 

rate 
 

while
 

for
 

traditional
 

fuel
 

vehicle
 

manufacturers 
 

their
 

profit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roduct
 

replacement
 

rate.
 

Conclusion The
 

numerical
 

analysis
 

found
 

that
 

when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and
 

product
 

replacement
 

rate
 

are
 

small 
 

the
 

product
 

replacement
 

rate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fits
 

of
 

new
 

energy
 

vehicle
 

manufacturers
 

and
 

distributors 
 

and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i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fits
 

of
 

traditional
 

fuel
 

vehicle
 

manufacturers
 

and
 

the
 

overall
 

supply
 

chain.
 

When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and
 

product
 

replacement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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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increase 
 

consumers
 

green
 

preference
 

gradually
 

become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fits
 

of
 

new
 

energy
 

vehicle
 

manufacturers
 

and
 

distributors 
 

and
 

product
 

replacement
 

rate
 

gradually
 

becomes
 

the
 

main
 

factor
 

affecting
 

the
 

profits
 

of
 

traditional
 

fuel
 

vehicle
 

manufacturers
 

and
 

the
 

overall
 

supply
 

chain.
Keywords green

 

preference 
 

product
 

replacement
 

rate 
 

automotive
 

supply
 

chain

1　 引　 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环境风险挑战、能源约束等问
题,需要不断推进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面绿色转型。 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当下最火的绿色转
型行业之一,对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1] 。 与传
统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主要有以下两个优势:第
一,充电成本低,有效降低生活成本;第二,碳排放量
少,对环境保护起到一定作用[2-3] 。 与此同时,随着国
民环保意识渐渐提高和低碳消费行为逐步养成,部分
消费者在购车时关心的不仅仅是汽车价格,还有消费
者绿色偏好和产品是否可替代等因素。 中国作为世界
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新增量最大的国家,其供应链
发展具有广泛的前景。 因此,研究消费者绿色偏好(影
响消费者花费更高代价购买环境友好产品或绿色产品
的意愿)和产品替代率(两种产品的可替代性,衡量生
产竞争的强度)等因素对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影响具
有重要意义。

当前,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消费者绿色偏好在供应
链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戴道明等[4] 发
现,消费者绿色偏好的提高有利于零售商利润的提高,
且对整体供应链利润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刘侃莹等[5]

发现消费者偏好对于产品的定价策略产生影响;Zhou
与张玲红等[6-7]建议政府推广低碳理念来提高消费者
环保意识,从而实现碳排放量的减少;Ren 等[8] 则利用
鲁棒工具分析了消费者偏好的上限和下限;Li 等[9] 通
过混合整数规划模型研究得出消费者偏好与整体利润
之间存在正相关。

除消费者绿色偏好对供应链管理产生重要影响之
外,提高产品替代率也是至关重要的[10] ,产品替代率对
产品价格和供应链利润的影响具有正向影响[11] 。
Gheibi 等[12]发现,在一定情况下,当一个供应商未能交
付其产品时,零售商降低替代产品的价格有利于提高
本身的利润;Li 等[13]指出随着产品可替代性的增加,制
造商将始终受益,而零售商只有在直销成本超过阈值
时才能受益。 除此之外,提高产品替代率可以有效减
少因突发风险带来的损失[14] ,作考虑产品替代性的供
应链模型更有利于供应链上各主体作出最优决策[15] 。

综上所述,学者多考虑价格等因素对供应链整体
利润的影响,较少将消费者绿色偏好和产品替代率共
同作为影响供应链需求和利润产生的主要因素。 论文
创新地考虑将消费者偏好、产品替代率作为共同影响

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主要因素,通过供需关系建立模
型,研究两者共同作用下供应链各主体的利润变化,利
用逆向归纳法和 Maple 软件对模型进行求解和数值分
析,发现在不同情况下消费者绿色偏好和产品替代率对

于供应链各主体影响不同。 该模型下,消费者绿色偏好
和产品替代率作为影响供应链各主体利润的主要因素,
对未来推动整体供应链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2　 研究假设与模型建立
2. 1　 问题描述与建设

考虑由两个汽车制造商、一个分销商组成的两级供

应链。 其中,汽车制造商 1 只生产新能源汽车,汽车制造
商 2 只生产传统燃油车,汽车制造商 1、2 的地位均等,均
为供应链中的主导者;汽车分销商既销售新能源汽车,又
销售传统燃油车,为供应链中的决策跟随者。 该新能源

汽车供应链进行 Stackelberg 博弈,决策顺序为汽车制造

商 1 决定新能源汽车的单位批发价格,汽车制造商 2 决
定传统燃油车的单位批发价格,分销商根据市场变化决

定新能源汽车、传统燃油车单位销售价格。
具体参数符号及意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参数符号及意义

Table
 

1　 Symbols
 

and
 

meanings
 

of
 

parameters

参　 数 符号意义

Q 初始汽车市场需求基数

Q1 实际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量

Q2 实际传统燃油车市场需求量

p1 新能源汽车的单位销售价格

p2 传统燃油车的单位销售价格

ci 制造商 i 的单位生产成本

fi 与环保生产和运营相关的成本因素

ei 单位环境改善成本

w1 新能源汽车单位批发价格

w2 传统燃油车单位批发价格

α 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

k 产品替代率

ΠM1 汽车制造商 1 的总利润

ΠM2 汽车制造商 2 的总利润

ΠR 汽车分销商的总利润

ΠS 整体汽车供应链的总利润

假设 1 　 考虑以汽车制造商 1(只生产新能源汽

车)、汽车制造商 2(只生产传统燃油车)和一个汽车分
销商为主体。 第一阶段,两制造商分别决定单位批发

价格 w1、w2,环境改善成本 e1、e2;第二阶段,汽车分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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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决定单位售价 p1、p2。
假设 2　 假设初始汽车市场需求基数为 Q,新能源

汽车的实际市场需求量为 Q1,传统燃油车的实际市场
需求量为 Q2。 考虑各汽车需求量受价格、新能源车和
传统燃油车之间的可替代率、因环保改善增加的需求
以及消费者绿色偏好等因素的影响,参考文献[16],
Q1、Q2 可以分别表示为 Q1 = Q+α[ e1 -k( e2 -e1 )] -p1 +
k(p2 -p1),Q2 = Q+α[e2 -k(e1 -e2)] -p2 +k(p1 -p2)。 其中
α 表示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k 表示产品替代率,即消费
者在考虑销售价格以及环境改善成本等等素下购买新能
源车而放弃购买传统燃油车的比例;α,k∈[0,1]。

假设 3　 由于环境改善的边际成本逐渐增加,即每
增加一次污染,防治难度就越大,成本越高。 因此,制
造商 i 的单位成本函数可设为 C i = ci +fie2

i ,其中 ci 表示
制造商 i 的单位生产成本,fi 表示与环保生产和运营相
关的成本因素,ei 表示环境改善成本,i 可表示为 1、2。

假设 4　 由于传统燃油车对环境改善的有限性,参
考文献[17],假设 e2 为 0,e1 表示新能源汽车的环境改
善成本。 因此,制造商 1 的单位成本函数为 C1 = c1 +
f1e2

1,制造商 2 的单位成本函数为 C2 = c2。
2. 2　 模型构建与求解

通过制造商、分销商的供求关系可求得供应链各
主体的利润(效益)如下:
汽车制造商 1 的利润:

ΠM1 = Q1 w1 -c1 -f1e2
1( ) (1)

汽车制造商 2 的利润:
ΠM2 = Q2 w2 -c2 -f2e2

2( ) (2)
汽车分销商的利润:

ΠR = Q1 p1 -w1( ) +Q2 p2 -w2( ) (3)
由于

Q1 = Q+α[e1 -k(e2 -e1)] -p1 +k(p2 -p1)
Q2 = Q+α[e2 -k(e1 -e2)] -p2 +k(p1 -p2)
e2 = 0

式(3)可化简为
ΠR = Q+ 1+k( ) αe1 -p1 +k p2 -p1( )[ ] p1 -w1( ) +

Q-αke1 -p2 +k p1 -p2( )[ ] p2 -w2( ) (4)
采用逆向归纳法,求解 p1、 p2。 式 ( 4) 的海塞矩

阵为

H1 =

∂2Π
∂2p1

∂2Π
∂p1∂p2

∂2Π
∂p2∂p1

∂2Π
∂2p2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
-2k-2 2k

2k -2k-2
é

ë
êê

ù

û
úú

H1 为负定,故存在唯一解 p1、p2,使得汽车经销商的利
润最大。

令式(4)关于 p1、p2 的一阶导为 0,可得
∂ΠR

∂p1
= Q+ 1+k( ) αe1 -p1 +k p2 -p1( ) -

k p1 -w1( ) - p1 -w1( ) +k p2 -w2( ) = 0 (5)
∂ΠR

∂p2
= Q-αke1 -p2 +k p1 -p2( ) -

k p2 -w2( ) - p2 -w2( ) +k p1 -w1( ) = 0 (6)
联立式(5)、式(6)可解得:

p1 =
Q+αe1 +w1

2
,p2 =

Q+w2

2
代入式(1)、式(2)可得:

ΠM1 = Q+ 1+k( ) αe1+
kQ+kw2

2
-

1+k( ) Q+αe1+w1( )

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w1 -c1 -f1e2
1( ) (7)

ΠM2 = Q-αke1 +
kQ+αke1 +kw1

2
-

1+k( ) Q+w2( )

2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w2 -c2( ) (8)
对式(1)、式(2)分别求关于 w1、w2 的一阶导,可得

∂ΠM1

∂w1
= 1

2
Q- 1+k( ) w1 + 1

2
1+k( ) αe1 + 1

2
kw2 +

1
2

1+k( ) c1 +f1e2
1( ) (9)

∂ΠM2

∂w2
= 1

2
Q+ 1

2
kw1 - 1

2
kαe1 - 1+k( ) w2 + 1

2
1+k( ) c2

(10)
令式(9)、式(10)分别为 0,联立求解,得 w1、w2:

w1 =
2(k+1)2f1e2

1 +(k2 +4k+2)αe1

3k2 +8k+4
+

2(k+1)2c1 +k(k+1)c2 +(6k+4)Q
3k2 +8k+4

(11)

w2 =
k+1( ) kf1e2

1 - k+1( ) kαe1 + k+1( ) kc1

3k2 +8k+4
+

k2 +4k+2( ) c2 + 6k+4( ) Q
3k2 +8k+4

(12)

将 w1、w2 代入式(7)、式(8),由于环境改善成本取决于

制造商 ei、e2,所以对式(7)求关于 e1 的偏导数,令其等

于 0,可得

e1 = α
2f1

(13)

综上,解得:

w1 =
(2k2+6k+3)α2+4(k+1)2f1c1+2k(k+1)f1c2+(6k+4)f1Q

2 3k2+8k+4( ) f1

(14)

w2 =
8(k+1)2f1c2+4k(k+1)f1c1+(12k+8)f1Q-k(k+1)α2

4 3k2+8k+4( ) f1

(15)

p1 =
(5k2+14k+7)α2+4(k+1)2f1c1+2k(k+1)f1c2+(6k2+22k+12)f1Q

4 3k2+8k+4( ) f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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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 =
8(k+1)2f1c2+4k(k+1)f1c1+(12k2+44k+24)f1Q-k(k+1)α2

8 3k2+8k+4( ) f1

(17)

ΠM1 = AB
16(k+2) 2(3k+2) 2 f2

1

(18)

ΠM2 = CD
16(k+2) 2(3k+2) 2 f2

1

(19)

ΠR =
16(k+1)(k+2)(3k+2)f1Q-32(k+1)2(k+2)f2

1c1

(k+2)2(3k+2)f2
1

-

16k(k+1)(k+2)f2
1c2+(k+1)2[4(2Q-c1-c2)f1+α2]
(k+2)2(3k+2)f2

1

(20)
ΠS = ΠM1 +ΠM2 +ΠR (21)

其中:
A=16k2(k+1)3f1c1+2(k+1)[(3k+2)Q-2(k+1)2c1-
　 k(k+1)c2] f1 +(k+1)[(k+1) 2α-12k2]α
B = (k2 +4k+2)α2 +

[4k(k+1)c2 -4(k2 +4k+2)c1 +4(3k+2)Q] f1

C = k(3k2 +10k+5)α2 +12k(k+1) f1c1 -
8(k+1)(2k+1) f1c2 +(12k3 +32k2 -20k-24) f1Q

D = -k(k+1)α2 +4k(k+1) f1c1 -4(k2 +4k+2) f1c2 +
4(3k+2) f1Q

3　 仿真实验与数值分析
3. 1　 参数设置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

代率对制造商 1、制造商 2、分销商以及供应链整体利润

的影响,参考行业报告和以往研究文献,假设初始汽车

市场需求基数 Q = 2,制造商 1 的单位生产成本 c1 =
1. 5,制造商 2 的单位生产成本 c2 = 1,制造商 1 与环保

生产和运营相关的成本因素 f1 = 0. 5。
 

3. 2　 仿真分析
基于参数的设计以及 Maple 软件进行仿真,根据仿

真结果,分析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 α 和产品替代率 k
对于两级供应链各主体利润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情况下

何种影响因素(α 或 k)占据主导地位。
3. 2. 1　 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 α对两级供应链的影响

如图 1—图 3 所示,当产品替代率 k 分为 0. 5、0. 6、
0. 8 时,制造商 1(只生产新能源车)、分销商以及整体

供应链的利润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 α 提高而逐渐

增长,但制造商 2(生产传统燃油车)的利润随着消费者

绿色偏好系数提高而逐渐减少。 这是由于新能源汽车

的普及和消费者节能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更多的消费

者会购买新能源车,但考虑到充电设施等问题,部分消

费者继续选择购买燃油车。 因此,制造商 1 的利润逐

渐增长,而制造商 2 的利润下降有限。 此时分销商的

利润会随着消费者购车需求增加,利润增大,最终导致

整体供应链的利润提升。
制造商1利润 制造商2利润
分销商利润 整体供应链利润

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α

利
润

1.0

0.8

0.6

0.4

0.2

0
0.2 0.4 0.6 0.8 1.0

图 1　 当 k=0. 5 时供应链利润随 α变化情况

Fig. 1　 When
 

k=0. 5,
 

supply
 

chain
 

profit
 

changes
 

with
 

α
 

制造商1利润 制造商2利润
分销商利润 整体供应链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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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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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当 k=0. 6 时供应链利润随 α变化情况

Fig. 2　 When
 

k=0. 6,
 

supply
 

chain
 

profit
 

changes
 

with
 

α
制造商1利润 制造商2利润
分销商利润 整体供应链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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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当 k=0. 8 时供应链利润随 α变化情况

Fig. 3　 When
 

k=0. 8,
 

supply
 

chain
 

profit
 

changes
 

with
 

α
3. 2. 2　 产品替代率 k 对两级供应链的影响

如图 4—图 6 所示,当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 α 分别

为 0. 5、0. 6、0. 8 时,分销商和整体供应链的利润随着产

品替代率升高而逐渐增加。 但总的来说,制造商 1 的

利润随着产品替代率升高而上升,最终超过制造商 2
的利润。 这是因为产品替代率的提高伴随着一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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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成本的增加,因此,短期内制造商 1 的利润变化不

大,但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该成本不断减少,制造商 1
的利润逐渐增大。 此时,制造商 2 和分销商的利润随

着产品替代率升高而增加,最终处于稳定的范围,使得

整体供应链利润上升。
制造商1利润 制造商2利润
分销商利润 整体供应链利润

产品替代率k

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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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当 α=0. 5 时供应链利润随 k 的变化情况

Fig. 4　 When
 

α=0. 5,
 

supply
 

chain
 

profit
 

changes
 

wit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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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当 α=0. 6 时供应链利润随 k 的变化情况

Fig. 5　 When
 

α=0. 6,
 

supply
 

chain
 

profit
 

changes
 

with
 

k
制造商1利润 制造商2利润
分销商利润 整体供应链利润

产品替代率k

利
润

1.0

0.8

0.6

0.4

0.2

0
0.2 0.4 0.6 0.8 1.0

图 6　 当 α=0. 8 时供应链利润随 k 的变化情况

Fig. 6　 When
 

α=0. 8,
 

supply
 

chain
 

profit
 

changes
 

with
 

k

3. 2. 3　 不同情况下两级供应链利润的主要影响因素

考虑当 k 或 α 为一个定值的时候,两级供应链的

利润随另一个变量变化而变化的情况。 如图 7 所示:

当 k = 0. 5 时,横坐标 x 表示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纵坐

标表示制造商 1 的利润变化情况;当 α = 0. 5 时,横坐标

x 表示产品替代率,纵坐标表示制造商 1 的利润变化情

况,以此类推。

图 7—图 10 分别表示 k 或 α 变化时制造商 1、制造

商 2、分销商、整体供应链利润的变化曲线图。 如图 7

所示:制造商 1 的利润与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 α、产品

替代率 k 呈正相关。 即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或产

品替代率的不断提高,制造商 1 的利润也不断增加。

不同的是,当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率都偏

小时,产品替代率对制造商 1 利润产生的影响较大。

但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率逐渐增大,

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逐渐成为影响制造商 1 利润的主

要因素。

如图 8 所示:制造商 2 的利润与消费者绿色偏好系

数 α 呈负相关,与产品替代率 k 呈正相关。 但当消费

者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率都偏小时,消费者绿色

偏好系数对制造商 2 的利润影响较大,产品替代率的

影响较小。 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率逐

渐增大,产品替代率逐渐成为影响制造商 2 利润影响

的主要因素。

如图 9 所示:分销商的利润与消费者绿色偏好系

数 α、产品替代率 k 呈正相关。 除此之外,当消费者绿

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率都偏小时,产品替代率对于

分销商的利润影响较大,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对于分

销商的利润影响较小。 但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和

产品替代率逐渐增大,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逐渐成为

影响分销商利润的主要因素。

如图 10 所示:整体供应链利润与消费者绿色偏好

系数 α、产品替代率 k 呈正相关。 不同的是,当消费者

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率都偏小时,消费者绿色偏

好系数对整体供应链的利润影响较大,产品替代率对

整体供应链的利润影响较小;但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

系数和产品替代率逐渐增大,产品替代率逐渐成为影

响整体供应链利润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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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制造商 1 的利润随 k 或 α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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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制造商 2 的利润随 k 或 α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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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分销商的利润随 k 或 α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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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整体供应链利润随 k 或 α变化趋势

Fig. 10　 Variation
 

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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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t
 

with
 

k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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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相比较其他模型,创新地考虑将消费者绿色偏好

和产品替代率作为影响新能源汽车供应链利润的主要

因素。 将两个不同的汽车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组成的

两级供应链作为研究主体,考虑在消费者绿色偏好、产
品替代率等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通过供求关系构建

供应链各主体的利润函数模型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阶段,即消费者绿色偏好和产品

替代率在不同范围时,供应链各主体效益的主要影响

因素不同,针对其主要影响因素作出相应管理决策来

实现其自身效益的最大化。 具体结论如下:(1)
 

对新

能源汽车制造商、分销商、整体供应链而言,其利润与

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产品替代率都呈正相关。 (2)
 

对传统燃油车制造商而言,其利润与消费者绿色偏好

系数呈负相关,与产品替代率呈正相关。 (3)
 

当消费

者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率都较小时,产品替代率

对制造商 1 和分销商产生的影响较大;但随着消费者

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率的逐渐提高,消费者绿色

偏好系数逐渐成为影响制造商 1 和分销商利润的主要

因素。 (4)
 

当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率都较

小时,产品替代率对制造商 2 和整体供应链利润产生

的影响较大;但随着消费者绿色偏好系数和产品替代

率逐渐提高,产品替代率逐渐成为影响整体供应链利

润的主要因素。 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行多制造商和

多分销商的复杂情况下,新能源汽车供应链的效益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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