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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现状

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的历史阶段

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类型

2004年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运行数据
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总体描述

我国零部件企业100强基本情况和比较



我国汽车零部件发展的历史阶段

汽车产量井喷发展，

新产业政策出台，

全球采购瞄准中国

整体水平提高，出

口增长，向全球采

购发展

2000--快速发展阶段

国家出台汽车产业

政策，民营资本扩

张

外商投资加大，国

产化率提升

1992-2000壮大阶段

上汽，一汽，二汽

轿车起步

技术含量上升，开

始为轿车配套。

1978-1992成长阶段

一汽，二汽建设低水平，为卡车配

套。

1953-1978起步阶段

典型事件特征时间历史阶段



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类型

总体经营良好，代

表了先进水平，具

备较强的竞争力。

德尔福，伟世通，

博世和台资等投资

企业

外商投资，技术，管理先

进，内外两个市场并举，

享受国家优惠政策

外商投资型

发展两极分化以浙江，江苏为典

型，万向为楷模

民企民营，以备件市场为

主，规模小，起步技术水

平低，发展快

市场自主型

发展不一湖北，广州（广标

阶段）地方企业

地方政府扶植，为本地主

机厂，主车型强制配套
政府扶植型

效仿德尔福，伟世

通，探索分离或相

对独立的改革

一汽富奥，东风零

部件部

与主机厂一体化，非独立

核算，优先厂内配套
主机依附型

现状代表企业企业特征企业类型



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2004年基本数据

73.256.3出口（亿美元）

-4.579.3进口（亿美元）

4012.6288实现利润（亿）

3025.63300销售收入（亿）

仅含列入统计规模企

业
4171企业数（个）

占行业比例%增长%数量项目



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的总体描述

基本摆脱了过去那种“数量多，规模小，质量差”的格局，

制造水平明显提高，全面形成了为国内整车厂供货配套

的能力和体系。

部分企业已经具备自主开发和系统供货的能力，开拓了

海外市场，进入了国际采购体系，出口量逐年增长。

外商投资我国汽车零部件力度继续增强，他们掌握着部

分关键零部件产品的核心技术和配套市场.



协会对750余家汽车零部件重点企业
2004年的统计概况

亏损企业面占20%，

设备投资逐年增长，

研发费用2004年比2003年不增反降，只

占销售额的1.75%。



全国各省市2004汽车零部件销售额统
计

上海

21%

浙江

16%

山东

10%
江苏

7%

湖北

7%

广东

6%

吉林

6%

其它省市

27%



我国汽车零部件前100家企业概况

汽车零部件企业前100家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1966亿元，占零部
件行业总收入的59.4%；

最大的零部件企业万向集团2004年实现销售收入208亿元，进入
100家最后一名企业的销售收入是5.14亿元；

前100家企业中，收入超过100亿的有5家，50-100亿的有四家，
10-50亿的有35家，10亿以下的有56家；

前100家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40家（含港澳台投资企业），收入
总计599亿元，占100家的30%；私营及集体企业13家，收入总计
301亿元，占100家的15%.



中外零部件企业规模比较

5.14上海金亭100151.19固特异356

7.97深圳航盛57157.47李尔336

13.54戴卡轮毂35158.7曼格纳国际328

15.81江阴模塑30176.6伟世通293

20.9无锡威孚23180.48米其林288

29.16联合电子14198.77普利斯通250

62.87富奥8226.46江森控制215

69.78延锋伟世通7226.85电装213

115.4湘火炬2280.85德尔福160

208.6万向集团1411.48博世94

销售收入

（亿人民币）
企业名称2004中国

零部件百强

企业排名

销售收入

（亿美元）
企业名称2004世

界500强
企业排名



二，今年我国汽车及零部件行业

运行基本情况

1-8月份汽车产销情况
1-7月汽车零部件行业运行指标
1-7月全行业和各分行业的销售收入和利
润比较

今年汽车行业运行特点

全年汽车产量预测



2005年1-8月累计产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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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8月累计销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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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8月月产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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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8月月销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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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8月轿车月产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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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8月轿车月销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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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集团1-8月累计汽车产量集中度

一汽

17%

上海

16%

东风

13%长安

11%

北京

11%

其余

32%
一汽

上海

东风

长安

北京

其余



五大集团1-8月累计汽车销量集中度

一汽

16%

上海

16%

东风

13%长安

11%

北京

11%

其余

33%
一汽

上海

东风

长安

北京

其余



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2005年1-7
月运行经济指标

56.8546.22出口（亿美元）

-12.4243.35进口（亿美元）

40-26.3108.4实现利润（亿）

2917.71883.7销售收入（亿）

占行业比例%增长%数量项目



1-7月全行业及分行业销售收入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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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收入利润率=5.7%

销售收入利润率只有1.5%



今年汽车行业运行特点

产销比去年保持8-10%的增长幅度，轿车的产销增幅高
于其它类型车辆，达到12-15%，
全行业销售收入保持增长，1-7月增幅为17.7%，但利
润比去年回落较大，降幅达45%. 产销利润率为1.52%，
其中零部件统计企业的产销利润率为5.73%，
汽车进口下降，出口增幅较大.
轿车价格继续下降，但降价幅度小于去年，更趋理性化。

部分汽车价格还有微升。



2005全年汽车产量预测

协会预计全年产量会在550-560万辆。



三，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面临的

问题，发展机遇和挑战

面临的主要问题

发展机遇和挑战

零部件本土化的思考

发展的选择

WTO后过度期的产业安全运行



汽车零部件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企业数量过多，规模太小，整体水平较差，缺乏竞争力的局面依然存在。零

部件企业的重组整合缺乏机制和动力，集团化发展的趋势远远不如整车行业；

市场竞争激烈，原材料涨价，物流成本过高，主机厂年年压低采购成本，导

致零部件企业的利润空间缩小，部分零部件厂的生存环境堪忧；

出口零部件仍然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以售后市场为主，出口价格相互倾轧，

导致出口数量增长较快，但效益增长不明显；

大部分企业不具备自主开发能力，难以介入主机厂的前期开发过程，进入为

主机配套十分困难；

众多企业普遍缺乏与国际企业交往的能力，不能适应系统化，模块化供货的

要求。



汽车零部件企业面临发展的新机遇

十一五期间是继整车高速发展后零部件快速发展的高峰期。整车产量的上升，

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不断增长的中国零部件海外市场等因素都给我国零部件

的发展带来机遇；

整车市场的激烈竞争迫使整车生产企业调整与零部件厂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降低采购价格的同时，也通过提高和深化国产化率，加大国内采购量等渠

道降低其成本，给零部件厂扩大配套带来契机；

全球采购商瞄准中国，向有成本优势的中国零部件市场转移。



零部件企业发展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

1，国际知名零部件集团加大投资国内零部件行业的力度，已经
形成从开发研制，培训，到生产，销售全过程的体系，并开始按

最佳分工和布局整合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德尔福在中国投资额超
过了5亿美元，投资了一家研发中心，一家培训中心和15家企业
。销售额达10亿美元；博世公司在中国投资额超过6亿美元，在
华设立了10个代表处，5家贸易公司，18家企业，销售额达到14
亿欧元。
2，国内一些主要原材料生产厂开始向自主生产零部件转移，利
用材料成本的优势和同行竞争，占据市场；

3，国内一些金融和IT行业看好汽车零部件行业，收购重组部分
零部件企业，加大投资力度，融入先进管理，调整产品结构，进
行资本运作，具备比一般零部件厂更优越的潜在竞争优势.



在华主要合资汽车零部件代表企业概况
合资

时间

总投资/注册资
本

中外股比合资外方合资企业

名称

序号

2004.84.1亿 欧元67：33BOSCHBOSCH汽车柴油
系统公司

8

2005.39.7亿人民币50：50DANA东风德纳车桥7

19958千万美元50：50DELPHI德尔福派克电气系

统公司
6

1995.73.2亿美元50：50SIEMENS联合汽车电子5

1994.116千万美元51：49ZF上海ZF转向机4

1996.52.48亿美元50：50TOYOTA 天津丰田发动机3

20041亿美元50：50CUMMIN
S

东风康明司2

19942.23亿美元50：50VIESTON延锋伟世通汽车饰

件系统公司
1



零部件本土化的思考

从国产化到本土化的转变（localization)，反映了认识，思维和内
涵的升华，

新产业政策取消对国产化率的限制是中国加入WTO后适应世界贸易
规则，融入世界汽车产业的进步，

谈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工业已经离不开在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
企业，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先进水平的
代表，

外商对中国汽车零部件投资正在发生三个转变：从参股向控股转变，
从合资向独资转变，从占据市场向垄断市场转变。

外商投资零部件企业目前掌控着部分关键零部件的核心技术和为主
机厂优先配套的优势，继续享受着国家给予的部分优惠政策待遇，
具备比其他厂家更强的竞争实力，

本土化供货在增加，外商的利益在提升，参与合资的中方也从中分
到一杯香羹，利益格局的变化正导演着中国未来汽车零部件产业的
重组和演变。



中外合资整车企业在中国汽车市场的份

额不断攀高，零部件的前景会是如何？

2004年中外合资企业整车产量在中国汽车市场所占份额
占48%。大众合资占了13%，通用合资占了10%；

2004年中外合资企业轿车产量在中国汽车市场所占份额
占62%。大众合资占了16%，通用合资占了7%。
据统计资料标明。今年上半年对中国汽车业的投资资金
达到14.8亿美金。占世界第一位。



中国零部件企业的发展选择--自我定位

认清现实：问题明显，机遇大好，挑战严峻；

零部件厂要自我合理定位。发展定位，市场定位，角色定位。

发展定位：是走自主发展，技术引进还是寻求合资？

市场定位：是针对为主机配套还是瞄准售后市场？

角色定位：是当一级供货商，形成系统供货，模块供货能力，还是甘 当配
角，当好二级三级供应商，获取合理的利润？

按照合理定位，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自身十一五期间切实的发展规划
目标；

关键一级零部件供应商和规模较大的零部件厂要把形成自主开发能力建设摆
到重要地位，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实现和主机厂同步开发甚至超越主机厂产
品发展的优势，这是增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要顺应全球采购的发展趋势，增强国际沟通能力，努力扩大产品出口，提高
出口产品附加值；

始终把控制和降低成本作为重要问题来抓。离开产品的低成本，就等于丧失
了中国零部件进入全球采购的最佳优势。



中国零部件企业的发展选择--战略重组

零部件企业应以技术，服务，成本为核心，着力形成零

部件集团的规模化，专业化和竞争实力，发展高新技术，

电子技术零部件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配套，积极发展与

国际优势零部件公司的合作，建立国际化的研发中心，

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民营企业可以积极参与零部件产业的结构调整，兼并重

组国内经营发展困难但基础较好的零部件企业。

地方政府应该加强对零部件企业集团化和兼并重组的鼓

励和引导。



研究 WTO后过渡期特征，加强产业安全防范意识，

确保汽车零部件行业健康运行。

从今年起我国进入WTO“后过渡期”，关税总体水平降至9.9%;

后过渡期的特征是：主要产业在加入WTO谈判时获得的过渡期基本结束，

服务贸易承诺的过渡期接近尾声，部分敏感行业将面临进口产品和服务更加

激烈的竞争.加入WTO 对我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将逐步显现；

汽车行业的具体标志是：进口配额许可证全部取消，汽车平均关税降至

25%，零部件关税降至10%；贸易权放开，服务贸易中银行，保险，证券，

分销等所享受的过渡期已接近尾声，允许外商独资或控股；

我国将面临贸易争端高发期，国际经贸环境更加错综复杂。企业要关注自身

的安全运行



四，推进中国汽车零部件出口的新

局面

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连续保持增长的好势头；

努力实现零部件出口的三个转变，提升出口效益。

打造出口基地和出口型企业，构建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

的主力军；

努力实现国家十一五出口目标。



汽车零部件出口连续保持增长态势

零部件出口连年呈现高增长态势；

零部件出口是我国汽车行业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2004

年汽车零部件出口占行业出口总量的45%，如果包含发

动机，汽车轮胎在内。则占总量的62%；

我国具备出口能力的零部件企业数量在增长，规模在提

升，市场在转移。



2004年我国汽车商品出口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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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汽车零部件出口企业的规模及其数量

（中国机电商会提供）

1001008829总计

　　　　

4.0176.316737合计

0.12636.2231981万以下

1.29728.18248810万-10万

2.58711.9105130万-10万

　　　　

46.88922.341972合计

7.53511.12982100万-30万

14.9857.32646300万-100万

24.3693.93441000万-300万

　　　　

49.1011.36120合计

19.2590.99873000万-1000万

20.3640.33291亿-3000万

9.4770.0541亿以上

金额占比%企业数量占比%企业数量经营规模(美元)



我国汽车零部件历年出口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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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7月份汽车零部件出口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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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零部件出口的三个转变，提升出口

效益。

当前汽车零部件出口中存在的问题依然是以低附加值产
品为主，以原材料消耗型产品为主，以售后市场为主，
以个体去寻找定单为主的出口格局。要想变更，取决于
我国零部件整体实力的提升；

要警惕过度低挡产品出口和自相倾轧的价格战可能导致
的反倾销后果；

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引导出口企业实现三个转变：从售后
服务件向OEM件转变，从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
转变，从散乱状出口向有序化管理转变。从而形成既增
加了出口，又提高了效益，还防范了风险的良性出口局
面。



汽车零部件出口存在巨大商机

据有关资料显示，到2010年，世界汽车产品贸易总额将

达到1.2万亿美元，汽车业巨头到2007年前在低成本国

家的零部件采购额累计将达500亿美元，其中70%计划

瞄准中国。



确定十一五出口目标，制定出口规划

汽车零部件是我国汽车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结合发改委十一五汽

车产业规划纲要精神，协会拟向商务部建议到2010年的零部件出口

目标为350-400亿美元；

以2004年出口发动机和零部件出口额61.3亿美元为基数，按每年

35%的递增率简单计算，到2010年的总出口额将达到400亿美元；

如按35%的速度递增，到了2008年以后的出口增量将会很大，每

年将递增100亿美元，必须有全面进入全球采购体系和稳定的OEM

市场为依托才能实现，要充分估计到实现出口目标的难度。

协会将按照商务部确定下来的出口目标，组织行业编制十一五出口

专项规划，纳入零部件总规划中去。



2010年汽车零部件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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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十一五汽车零部件专项发展规划”

专项规划的编制说明

专项规划框架图



十一五汽车零部件专项规划的提出，指

导思想和安排

发改委授权汽车协会利用行业组织的优势，编制汽车零
部件专项发展规划，作为整个汽车行业十一五规划的补
充，

规划的宗旨是严格按照新产业政策的要求，贯彻发改委
十一五规划纲要精神，由协会牵头组织行业专家和各分
支机构编写，

该规划不具行政约束力，主要起到对行业宏观发展战略
有指导性，对企业的发展有现实可操作性，对国家制定
零部件发展策略有建议和可参考性。

规划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各分支机构的小行业规划，另
一部分是涉及行业整体发展的重点产品规划。



重点零部件产品发展规划

汽车动力总成发展规划。将围绕节能，环保和替代能源
三个重点展开，延伸到变速箱，离合器等总成链产品，

汽车电子产品发展规划。汽车电子产品是今后汽车新技

术发展的重点，协会目前没有涉及汽车电子产品的分支
机构，将邀请行业专家以及境内的外企机构参与编制。
主要要掌握发展方向，认准差距，提出切合实际的规划
目标，

汽车相关工业发展需求规划。将围绕汽车轻量化，环保，
新材料使用等重点展开。包括钢铁，有色，非金属材料
以及部分化工材料。主要要提出发展需求，请相关行业
给以重视和配合。



十一五汽车零部件专项发展规划框

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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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完成时间

各分支机构小行业规划年内完成

重点产品发展规划明年一季度完成

总体零部件专项发展规划明年六月底完成



谢谢大家！

沈宁吾

TEL:010-68595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