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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汽车蓝皮书》是关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研究性年度报告，2008年首次出版，本书为第五册。
本书是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支持下，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集中
了多位专家、学者，在汽车产业资深顾问指导下，共同撰写的全面论述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形势的权威
性著作。

　　本年度报告主要包括总报告、发展综述、市场景气分析、产业竞争力分析、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研
究等主要内容。

　　国际金融危机后，汽车电动化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推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未
来20~30年将是世界电动汽车产业格局形成的关键时期。
而我国汽车产业入世以来经历了爆发式增长，从规模来看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大国，但大而不强，在能
源环境问题、自主创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还面临多重压力。
大力发展电动汽车，既是解决我国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新途径，也是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竞争
力的重要举措。
在这一背景下，本书通过大量的调研，对国际和我国的电动汽车发展现状从技术、示范运行、产业化
和商业模式等维度进行全方位比较，得出“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与国外差距正在拉大”这一重要判
断。
提出在把握趋势、认清差距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分工协作的推进体系，构建激励创新的技术政策，完
善开放合作的产业化政策和形成协调多元的市场推广政策，推动我国电动汽车产业加快发展。

　　纵观全书，不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资料的广度，均能方便广大读者全方位地了解中国汽车产业
发展态势，对汽车行业管理部门、企业决策部门、企业战略研究机构和中外投资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和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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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汽车产业仍然存在整体创新竞争力不强、研发经费
投入总量不足、研发人员高端人才仍然非常紧缺、核心技术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等诸多不足。
以整车生产来说，尽管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在整车集成开发方面，支持正向设计的硬件、软件的条件
日渐趋于完善，但在硬件及软件的利用上还存在经验不足、支持硬件及软件运行的配套体系不完善等
问题，因此，要真正形成完善的整车设计开发能力还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
再以汽车关键零部件为例，核心技术仍然很落后，很多关键技术几乎完全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成为
我国汽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和短板。
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零部件产业技术基础较差，长期投资严重不足，滞后于整车的发展；另一方面是
由于我国零部件产业产业结构不合理，绝大部分企业达不到经济规模，产品开发能力弱，大部分零部
件企业缺乏自主发明专利，大量核心技术掌握在外资零部件企业手中。
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我国汽车企业的零部件采购局面非常不利，汽车零部件产业自主
创新的落后直接制约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2.研发产出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研发投入的逐年增加，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水平出现了较大的提高
，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得到较快的提高，突出的表现就是自主品牌汽车的快速发展。
从图17中可以看出，2010年中国汽车产业中自主品牌乘用车也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乘用车方面，自主品牌共销售627.3万辆，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45.6%，同比提高了1.3个百分点。
在中国汽车产业中，自主品牌在乘用车领域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一。
与此同时，自主品牌乘用车品牌数量占乘用车品牌总数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达到57.3%，同比提高了3
个百分点。
在乘用车市场，自主品牌已占据半壁江山；自主品牌乘用车产量上也有明显的提高，同比增长了37
，05%。
此外，自主品牌汽车在新车质量、安全性及研发实力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
从2010年开始，自主品牌汽车的产品开始频繁登上国内和国际研究机构的调研满意名单，自主品牌新
车质量与国际品牌新车之间的差距逐年缩小。
因此，总的来说，2010年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一方面巩固原有市场，另一方面开始进军中高端乘用车市
场，开创了发展的新局面，整体竞争力在稳步提高，而且还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具体而言，首先，在整车方面，在汽车整车出口的主要品种中，轿车和载货车仍是两大主要出口车型
。
2010年轿车出口179940辆，同比增长75.7%；载货车出口232081辆，同比增长30.4%。
另外，2010年，中国对主要国家出口汽车数量较2009年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向汽车整车出口居前十位
国家共出口整车29.91万辆，占汽车出口总量的52.8%。
对比2009年和2010年中国整车出口目标国，除向越南出口增速略低外，向其他国家出口增速均超
过10%。
中国汽车整车出口重点市场比较稳定，主要对象是新兴国家和地区，如东南亚、非洲、中东及南美等
地区依旧是中国传统优势市场。
“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印度及巴西在2010年汽车市场均表现优异，中国汽车产品出口至这三个国
家的数量也较大。
其中，巴西首次进入出口前十名市场，随着俄罗斯实施鼓励汽车消费的政策，整车出口俄罗斯形势有
所恢复，成为2010年中国汽车整车第四大出口市场。
其次，在汽车零部件方面，目前，中国汽车产品出口仍以零部件为主。
2010年，各主要汽车零部件出口种类均取得较大幅度增长，其中，行驶系统仍旧是出口份额最大的汽
车零部件产品，出口额139.96亿美元，占汽车零部件出口额的38.6%；增长最快的是汽车传动系统，出
口额19.66亿美元，同比增幅高达59.5%；增长较为迅速的还有汽车电子电器，出口额73.51亿美元，同
比增长48.3%；车身及其附件出口额46.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3%。
总体来看，中国生产的部分零部件产品，尤其是行驶系统和汽车电子电器产品，在全球汽车产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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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占据重要地位，并已进入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体系。
零部件产品出口国家仍以美国、日本、韩国及德国等汽车工业强国为主，其中，美国一直保持零部件
出口第一市场；另外，随着俄罗斯汽车市场回暖，不但整车出口取得增长，汽车零部件产品出口也取
得176.2010的增幅，复苏态势显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中国汽车产品出口中也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出口产品多为劳
动力、材料密集型及高耗能产品，且附加值较低。
出口的汽车产品大多为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或材料密集型产品，而高科技汽车产品大多依
赖进口。
例如，2010年中国进口自动变速器（AT）279.37万台，金额52.25亿美元，进口发动机103.86万台，金
额26.39亿美元；2010年中国进口汽车81.33万辆，平均每辆3.79万美元，而出口汽车56.67万辆，平均每
辆仅1.23万美元，中国汽车出口的产品结构调整任重而道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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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大众汽车集团（中国）编著的《中国汽
车产业发展报告2012》围绕“我国电动汽车发展——把握趋势、认清差距、合作竞争、加快发展”这
一主线，对我国电动汽车的技术、产业化、示范推广、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模式创新等问题展开深入
分析，在找出差距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此外，还对2011年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态势、景气状况、国际竞争力水平等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研
究。
书中包含的重要数据、专题调查、政策和重大事件汇编等，能够为广大读者全方位地了解我国汽车产
业发展状况提供翔实资料，也可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汽车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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