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产业链研究 

 

面对产品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市场需求急剧变化，客户

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等市场特点，很多企业都清楚地意识到，

21 世纪的竞争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产业生态链之

间的竞争。企业已不能再局限于自身内部的资源，而必须考

虑覆盖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环节，在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

作共赢的环境中增强整体竞争能力，求生存，求发展。随着

企业业务范围的扩展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企业已开始从面向

内部的 ERP 管理转向全局的产业链管理，以此来提高企业

总的业务性能和竞争实力。 

一、汽车产业链的定义 

汽车产业链是以汽车制造企业为龙头，吸引为龙头企业

配套的上、下游企业，相关的服务业，管理机构等形成动态

联盟，共同完成产品的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生命周

期的管理。其中，汽车产业链的上游涉及钢铁、机械、橡胶、

石化、电子、纺织等行业；下游涉及保险、金融、销售、维

修、加油站、物流、餐饮、旅馆等行业。 

二、汽车产业链的结构 

汽车产业链的结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产品的技术。

二是零部件的采购。三是汽车制造厂商。四是销售和服务。 

三、汽车产业链的特征 



汽车产业链具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是构成产业链的各个

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联动、相互制约、相互依

存。二是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的角色重要性存在差异性，汽

车制造商是产业链上的一个关键环，形成产业链的内核。三

是产业链上龙头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交流及

数据交换频繁，实时性要求高，特别适合应用网络化制造这

种先进模式战略进行。 

四、汽车产业同相关产业的关系 

汽车工业是产业关联度很高的产业，对国家经济和地区

经济具有巨大的拉动效应，形成巨大的经济链条，成为国家

和地区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主要表现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加就业机会三个方面。一是车税费对

国家财政贡献极大。汽车作为耐久性消费品，无论在生产阶

段，还是在销售和使用阶段，均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税收，

汽车税收已成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2010 年 1-11 月，

全国汽车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实现利税总额 5119 亿元，

同比增长 54.8%。二是汽车工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汽车

工业的产品链带动钢铁、电子、化工、纺织、轻工等相关工

业的发展是十分明显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汽车工业每

增值 1 元，会给上游产业带来 0.65 元的增值，给下游产业

带来 2.63 元的增值。2010 年 1-11 月，全国汽车行业规模以

上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9 万亿元，同比增长 38.8%。



三是汽车工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作为国家重要工业之

一，汽车工业本身就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加上相关的科

研、管理、销售、使用、维修与汽车产品生产用材料、燃料、

能源等行业，对就业机会贡献极大。目前全国与汽车相关产

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占到了社会就业总人数的 1/6。从发展

趋势看，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工业职工人数占全国城

镇就业人数的比例越来越大，每增加一个汽车产业生产人员

可增加 10 个人员就业。 

五、我国汽车产业的现状 

汽车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经济实

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我国汽车产业经过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特

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我国汽车产业在产业政策的

推动下逆势增长, 以其市场潜力大、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就

业面广、资金积累能力强等特点, 为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10 年，我国汽

车产销双双超过 1800 万辆，分别达到 1826.47 万辆和

1806.1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2.44%和 32.37%，稳居全球

产销第一。可以说,汽车产业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

国国民经济“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

目前，我国的汽车生产表现出明显的地域集中特点：东北三

省、上海与江苏、北京与天津、湖北与重庆成为我国汽车工



业集中的四大区域。 

六、我国汽车产业链的缺失 

一是缺少市场化的汽车统计调查机构。中国每年汽车市

场预计销售量与实际状况相差很多，都是由于汽车销售企业

没有准确地掌握市场情况，造成汽车工业产能过剩。中国应

建立专门的汽车销售统计调查机构，该机构应将市民按不同

社区、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区分，再根据各类居民对颜色、

外观、内饰、价格的偏好，写出适应时宜的市场需求调查报

告，并对该报告负相关法律责任。 

二是缺少市场化的汽车制造技术营销机构。中国汽车工

业缺少自主品牌，是因为我们的核心技术跟不上。高校、科

研院所与公司信息不对称，开发的技术无法适应市场需求。

这就需要技术营销机构在研发机构与生产者之间穿针引线，

起到使技术成果顺利转化的作用。 

三是缺少市场化的汽车原材料研发机构。国外的汽车制

造都是从原材料研发开始的，中国的汽车制造原材料领域几

乎还是空白。汽车原材料也需要专门的研发机构，并制定出

一套切实可行的汽车原材料标准。汽车原材料研发必须走市

场化道路，且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七、优化我国汽车产业链的对策 

一是以几大核心汽车制造企业为中心，向外辐射，带动

上游产业发展。提高我国汽车工业的竞争力，产业集群具有



天然无可替代的优势。首先，利用引进整车制造企业，拉长

产业链，实现成本的节约。其次，利用引进整车制造企业，

扩充产业链，实现供应的便捷。 

二是利用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力发展下游产业，创

造汽车售后服务市场的优良环境。一般汽车整车出场后，营

销利润大约是 20%，零配件供应大约是 20%，其余的 50%-60%

来自服务。汽车销售行业的利润正在向售后服务转移，经销

商的竞争将体现为售后服务质量的竞争。 

三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特点和环保要求，合理进行产业

布局。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地理位置存在差异，因此，应根

据各地特点进行统一布局，发挥各地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各地可以离港口、机场近，交通发达，投资环境比较优越的

地方为立足点吸引投资。另外各地应明确其发展重点及环保

要求，避免重复建设带来的损失，避免发展工业的同时造成

环境污染。对于不符合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销售的产

品应采取措施加以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