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8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246

教育赋能：在当前环境中提升新能源汽车购买

意愿的路径

曾海源 叶景川 张骞 黄远香

赣州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

DOI:10.12238/er.v8i6.6184

[摘 要] 新能源汽车作为绿色交通工具，在世界提倡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逐渐被汽车

市场视为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但是，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的制约因素依然多样。该研究

从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影响因素出发，建立高职教育赋能于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理念内涵，从

知识教育、政策教育、品牌教育、体验式教育的角度，分析高职赋能教育于新能源汽车消费者

以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决定，提高他们的意愿，促进新能源汽车销售的最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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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global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nsifies, new
energy vehicles, as green transportation, are becoming a key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automotive
market. However,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for new energy vehicles is still constrained by various
factors. This paper examines factors influencing new energy vehicle purchase intention,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connot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owerment,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to enhance consumer purchase intention through knowledge popularization, policy interpretation, brand
education, and experiential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educational empowerment can effectively
change consumer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new energy vehicles, promoting further marke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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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能源汽车在未来将面临发展的黄金时期，近些年来，

新能源汽车已经呈现出市场规模扩大化、市场速度持续上升

的发展趋势，但是如何激励消费、促进新能源汽车的销售，

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1]。教育赋能是传递知识、改变态度、

引导行为的人格能力转换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人们

对新能源汽车知识的接受能力，促使其转变理念，通过使人

们了解新能源汽车的实用价值和本身的发展状态，提升人们

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从高职的角度来分析教育赋能的理论

前提和内涵以及在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方面发挥的作用，能

够对新能源汽车的销售行为产生有益影响。

2 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消费者认知与态度

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和态度影响了其是否选择

购买新能源汽车。第一，消费者的新能源汽车技术认知影响

其购车决策。如消费者有对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充电设施

是否便利化、是否安全等技术方面的困惑，会影响消费者对

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实证研究发现，消费者的新能源技

术认知往往与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的认知偏差呈正相

关。第二，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体现出消费者是否有

较强的环境保护意识或可持续发展观点，在环境保护意识较

强的消费者中，他们会选择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环保

因素可使他们感受到其环境友好性，在部分消费者对新能源

汽车品牌及其口碑存在质疑的消费背景下，则使消费者对新

能源汽车的购买存在顾虑。

2.2 市场与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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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身的性能和价格外，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也会影

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政府补贴政策和税费优

惠政策可以减少消费者购车的成本，增加消费者对汽车的购

买意向。另外，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还与充电基础设

施的建设有关。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缓解“里程忧虑”，提

升消费者对汽车的认可。由于市场竞争以及产品差异化的影

响，消费者购买意向也与市场竞争及产品之间的差异性有关

[2]。目前，新能源汽车面临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消费者在

挑选汽车时会特别关注汽车自身的特点，关注汽车产品的性

能、价格以及服务方面。因此，新能源汽车企业要想吸引消

费者，需要不断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企业自身创新能力

的提高，以及强化企业的品牌意识。

2.3 社会与文化因素

社会及文化因素对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愿

也有重要影响。社会与群体意见是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最

重要因素，社会群体对新能源汽车的良好意见和推荐对消费

者购买意愿影响明显。文化价值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

费者的接受程度，在一些重视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语境

下，人们会更加容易接受新能源汽车；文化价值观、消费者

的生活习惯、出行需求等也影响着他们的购车选择，一般来

说，生活在城市且出行距离相对较近的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

车的热情会更加浓厚。因此，针对文化背景、居民需求不一

的企业，在推广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社会及文

化因素。

3 教育赋能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3.1 教育赋能的定义与内涵

教育赋能是指教育活动通过知识、技能和能力的增长，

让人们在某方面作出更好的判断和行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

教育赋能主要目的是通过知识、态度的改变让消费者更好地

理解、认可新能源汽车，继而提升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购买

意向[3]。高职教育赋能包含知识赋能、态度赋能和行为赋能

三个方面。知识赋能是指借助教育活动来增强消费者对新能

源汽车技术原理、优势及使用方法的认知；态度赋能是指借

助教育活动改善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行为赋能是指

借助教育活动使消费者采取有利于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行为。

3.2 教育赋能的理论依据

高职阶段教育赋能理论基础主要有行为改变理论、教育

传播理论和消费者学习理论。行为改变理论（计划行为理论）

指出：个体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等因素影响他们

的行为，通过教育活动改变消费者态度和主观规范，激发其

进行积极的购买行为。

教育传播理论（创新扩散理论）认为，信息传播对行为

影响至关重要。借助良好的信息传播，能够提升消费者关于

新能源汽车的认知，使得其接受新技术。消费者学习理论（认

知学习理论、情感学习理论、行为学习理论）认为，消费者

的“学习”过程分为知识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学习。教育

赋能通过知识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引导助力消费者“学习”

过程的完成，增强购买意愿。

3.3 教育赋能的作用机制

教育赋能：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增强机制，分别为第一层

——知识普及和认知能力的提升：教育赋能能够提升消费者

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原理、性能及其与其他能源汽车差异

的认知能力，能够提高关于新能源汽车使用知识的学习和理

解水平，能够帮助消费者消除对使用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性担

忧和困扰；第二层——改变态度和价值观：教育赋能可以对

消费者的政策观念和品牌价值观进行阐述和灌输，能够帮助

消费者认识新能源汽车产品的环保属性的社会意义和价值

作用，能够增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意识；第三层—

—决策过程和购买行为的引导：教育赋能可以促进消费者选

择体验式学习和互动、参与式活动，促使消费者主动亲身体

验产品的性能和优势，从而在新能源汽车购买决策中形成更

加理性且自主的选择过程。

4 教育赋能提升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路径分析

4.1 高职知识普及与技术教育

知识普及和技术教育是高职知识普及与技术教育作为

教育赋能提高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路径[4]。在当前市场上，

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原理、性能优势、使用方便程度

等方面存在认知偏差，续航里程、充电场所便利与否以及电

池安全性等，成为人们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顾虑问题。因此，

在高级职业技术学校通过知识普及和技术教育可以让消费

者认识到其误解，增加其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可度。知识普及

和技术教育能够从新能源汽车的原理、性能等各方面系统解

答用户的疑惑，在产品前期进行详细的产品知识的普及。可

以利用企业的官网、微博、公众号、车展或者社区活动，进

行现场讲解，展示出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原理、性能优势以及

使用成本等，在销售广告中能够用图片、视频形式讲解，让

消费者通过通俗易懂的内容理解新能源汽车性能上的优势。

并且从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长期价值认知进行知识普及

和技术教育的引导。比如利用数据展示的手段，进行新能源

汽车使用成本、新能源汽车的环境、政策鼓励三方面的优势

对比，向消费者普及新能源汽车的优势等知识，让消费者的

认知更加系统全面。借助多种形式的宣传，可打破消费者对

新能源汽车的心理壁垒，提高消费者对其的包容性，从而为

市场推行新能源汽车营造良好的氛围。

4.2 政策解读与市场引导

引导和宣传是教育激励新能源汽车消费者增强购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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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的主要措施之一。在新能源汽车推广中，政府和许多企业

也推出了不同形式的优惠政策、减税优惠及停车充电桩的规

划等等措施，但同时，消费者的认知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新能

源汽车的购买决定，因此通过有效引导及合理、通畅的政策

传达能够推动消费者的购买欲望[5]。所以在政策引导和传达

上，企业及社会机构等通过多方式传递政府鼓励性新能源车

政策及优惠，提供政府税收减免、优惠补贴政策及购车程序

等手段来引导消费者。比如说，企业可以开设线上平台和线

下展厅的政策解释宣传服务，图文相结合，详细地向消费者

普及政策。并通过线上直播、线下讲座的方式，邀请行业专

家，让消费者与专家当面交流，为他们讲解政策带来的优势。

再进行市场引导，通过合理宣传与销售，让企业帮助引导，

让消费者了解购买哪款车型能发挥效果，可以在网络平台及

线下实体店平台展示不同款式及型号的新能源汽车，结合案

例说明产品的性能及其功能，将各项数据整理并向消费者展

示，方便其挑选出适合自身需求的新能源汽车。综上所述，

在提升新能源汽车消费热情中，离不开政策宣传与市场引导，

利用相关的政策宣传与市场引导工作，能够让消费者更为深

入地了解相关政策优势，挑选属于自己的产品，进一步加速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

4.3 品牌教育与文化塑造

品牌教育、文化塑造品牌教育提升新能源汽车购车意愿。

品牌是消费者选购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依据，而文化是影响购

车决策的环境因素。当前，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品牌认知度、

信任度较低，环保文化与社会价值观对消费者的接受度也会

产生一定影响。因此，通过品牌教育、文化塑造，可增进消

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认同感、提升消费意愿。品牌教育企业

须在主流媒体、品牌活动、新媒体平台发布、投放品牌宣传

信息，讲好品牌故事。通过品牌故事宣传，在消费者心里建

构品牌形象和理念。同时通过用户评价及口碑传播来增强消

费者对品牌信任程度。文化塑造企业对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和

社会价值的环保认知进行引导。通过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可

持续发展教育讲座、进社区等传播形式，传递品牌文化，引

导消费者了解、理解新能源汽车对环保的重要性、必要性，

让绿色环保消费意识内化于心。

通过有效的品牌建设和文化引导，能够增强消费者对新

能源汽车的认同感和接受度，从而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进

一步发展。

4.4 体验式教育与互动活动

互动体验、交互式教育是教育赋能提高新能源汽车购买

意愿的有力环节。在现阶段的市场背景下，购买者购买新能

源汽车的行为往往会受到自身体验的影响，而体验式教育与

交互式教育则可以有效改善购买者对新能源汽车的亲身体

验、交互，能够提高购买者对新能源汽车的购买欲望。体验

式教育可以利用试驾、体验、用户体验等，例如企业建设城

市的中心区域或小区体验中心，让消费者在中心区域体验试

驾；如向消费者家庭提供的汽车供他们试驾体验，甚至促使

其做出购买决策。而交互式教育则可借助体验或试驾，发现

并接受消费者对产品的诉求，可以借助于用户互动反馈获取

用户的反馈，优化自己产品的制作工艺或流程。体验与交互

还有利于购买者对于长期体验的把握，通过企业设计的试用

活动，消费者可以在自己的使用周期内体验使用新能源汽车，

更能够从动态的角度认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等。由此可见，

通过体验式教育与交互，可以有效促进新能源汽车购买者的

购买欲望。

5 结语

教育赋能能够改变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了解与认

知态度，促进新能源汽车市场更好的发展。今后研究可进一

步对高职教育赋能的实施路径、测评方法等方面展开研究，

例如针对高职教育赋能内容以及形式进行大数据和用户反

馈等，从而建立相对科学的教育评价机制，并通过对新能源

汽车企业以及高职院校的政策支持和社会合作，提升高职教

育赋能开展的有效性。以上都为进一步解决新能源汽车的市

场推广问题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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