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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汽车整车制造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七章。

首先介绍了国外汽车整车制造行业发展概况，接着分析了中国汽车整车制造行业发展环境，

然后对中国汽车整车制造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汽车整车制造

行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汽车整车制造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

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4年2月，我国汽车产销较上月有所下降，同比呈较快增长。1-2月，汽车产销保持10%以

上增长，增幅略低于上年同期。  受春节因素影响，2月我国汽车产销比1月正常回落，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速均呈现两位数增长，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3.75万

辆 和159.64万辆，比上月分别下降21.7%和26%，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1.5%和17.8%。1-2月我

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368.88万辆和 375.29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1.4%和10.7%。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3年底我国汽车整车制造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到345家，

当中84家企业出现亏损，亏损企业亏损金额为100.42亿元。 

  

    注：从2011年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起点标准由原来的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提高到主营

业务收入2000万元（下同）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根据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2013年我国汽车销量为2187.41万辆，当中乘用车销量

为1792.89万辆，商用车销量为405.52万辆。中国汽车销量占全球汽车总销量的比重从2005年

的8.7%增长至2013年的25.7%。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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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德国汽车（分车型）销量                            车型             2013年             2012年             累计增长

（%）                               乘用车             2952400             3082500             -4.22                               商用车           

 小型货车             218930             225660             -2.98                               大中型货车             80540            

80700             -0.2                               客车             5830             5140             13.42                               合计            

305290             311500             -1.99                               总计             3257690             3394000             -4.02             

  资料来源：O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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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大幅增长带动中国汽车行业高速增长。根据华通人的资料，中国目

前是全球最大的乘用车市场。中国市场的乘用车销量2由2009年的10.3百万辆增至2013年的17.9

百万辆，复合年增长率为14.8%。 

    下图载列所选主要乘用车市场2013年的销量及近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乘用车销量增长平稳，结构性变

化继续加深 

    在经过两年的相对低速增长后，2013年我国乘用车市场重新回归两位数增长，全年分别实

现产销量1，808.52万辆和1，792.80万辆，同比增长16.50%和15.71%。 

      从中长期来看，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及购买力的不断提高、首次购车需求

与更新需求的稳定释放是推动我国乘用车市场高速增长的动力。短期来看， 受汽车产业扶持

政策的刺激，2009~2010年我国乘用车市场出现了超预期的高速增长；随后，由于扶持政策力

度减弱及超预期增长对需求的透 支，2011~2012年我国乘用车市场增速大幅降低。经过这两年

的调整，我国乘用车市场逐渐回归正常，预计2014年乘用车销量仍将维持稳定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      SUV销量增速领跑行业，城市型SUV未来增长空间较大 

    从2005~2013年乘用车分车型销量占比及增速变化来看，我国乘用车消费一直以基本型乘用

车（轿车）为主，目前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70%左右。近年来SUV、MPV车型的比重有所上

升，基本型乘用车在乘用车市场的比重不断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       SUV方面，近年来我国SUV销量增速持续领跑行业，销

量占比快速上升，2013年已经达到16.67%，较2012年提升3.77个百分点。按车身结构 来讲



，SUV主要分为越野型和城市型：带车架非承载车身的SUV是越野型SUV，其通过性、越野

性、整车疲劳耐久性都比较强；不带车架全承载车身的SUV 是城市型SUV，是在轿车底盘上

开发出来的SUV，其舒适性、操控性、节油性比较强。按车身长度分，SUV主要分为小型、

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和全尺寸 SUV。 

目前来看，在国内全面走俏的SUV主要为城市紧凑型SUV，这主要由于其兼顾了舒适性与一

定的越野性，空间大、底盘高、性能较好，同时价格较适中，可以适应中国多种多样复杂的

道路情况，满足消费者日常城市驾驶或自驾游等多方面需求。 

      近年来SUV需求旺盛的主要原因一是早期的汽车消费者已经进入更新换车周期，而更新的

目标主要为更豪华的轿车或者具有不同驾驶体验的SUV；二是选购第二 辆车的家庭消费者多

会选择空间更大且具有一定越野性的SUV，以方便容纳较多的家庭成员或是进行短途自驾旅

游；三是随着城市型SUV的普及，不少首次购车 的消费者选择一步到位购买功能更为全面、

用途更为广泛的SUV。从全球汽车市场来看，中国乘用车消费者的偏好与欧美比较相近，目

前美国乘用车市场仅有约 50%为基本型乘用车，15%为皮卡，剩余的35%为SUV和由轿车

、SUV、MPV和皮卡等车型任意交叉形成的跨界车，相较之下，我国SUV增长空间仍 然较大

。 

    从供给来看，由于近年来SUV销量持续高速增长，国内汽车企业对SUV未来的增长保持乐

观。 

     而且相较于竞争激烈的基本型乘用车市场，目前SUV市场集中度较高，2013年销量最大的

前10位轿车品牌的市场份额为23.91%，而销量最大的前5位 SUV市场份额已经达到30.18%

，SUV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仍明显低于基本型乘用车市场，因此各大车企纷纷推出SUV新车型

，争夺市场。2014年，各 大车企预计将推出10余款SUV新车型，以城市小型和紧凑型SUV居

多。 

 国内SUV销售情况                            SUV分类             车身长度             代表车型             车型数量（种

）             2013年销售占比%                               小型             长度&le;4000mm             长城M4、日产逍客

            15             20.94                               紧凑型             4000mm&le;长度&le;4300mm             哈弗H6、大

众途观、本田CR-V             43             66.39                               中型             4300mm&le;长度&le;4600mm   

         奥迪Q5             12             11.54                               中大型             4600mm&le;长度&le;5000mm             

普拉多             3             0.96                               全尺寸             长度&ge;5000mm             丰田兰德酷路泽     

       1             0.17                注：未包含进口车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      MPV和交叉型

乘用车方面，由于五菱宏光、长安欧诺、东风小康风光及北汽银翔的威旺等车型2013年的统

计类别由原来的交叉型乘用车划转归入MPV，导致 2013年MPV销量同比增长164.53%，而交

叉型乘用车销量同比下降了27.98%。如以2012年相同车型统计口径计算，MPV的实际增速是



26.04%，同时交叉型乘用车小幅增长2.30%。近年来，随着家庭用MPV车型概念的推出，MPV

销量同比有所增长。 

    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持续下降，挑战更加严峻 

      从2010~2013年乘用车分国别销量占比变化来看，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被挤占的趋势明

显。2013年，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占比为40.22%，较 2012年减少1.67个百分点。2009~2010年

，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实现了快速增长，一方面由于自主品牌小排量车居多，受当时政策补

贴作用更为明 显；另一方面是由于自主品牌在三四线省市及农村销售渠道建设更为完善，充

分受益于这些地区需求的快速增长。2011年以来，政策补贴基本退出，延续的节能 补贴标准

提高，多种自主品牌车型被排除在补贴范围之外；同时，合资品牌通过渠道下沉和产品、价

位下探抢占了自主品牌具有优势的低端市场份额，未来自主品牌 在其具有优势的中低端市场

面临的挑战势必日益严峻。 

     合资品牌方面，2012年，受中日外交争端影响影响，日系乘用车销量占比由2011年的19.36%

下滑至16.42%，而德系乘用车销量占比则由 2011年16.45%上升至18.46%，超越日系成为销量

占比最大的合资品牌系别。2013年，日系乘用车市场虽有所恢复，但其销量占比为 16.44%，

与2012年基本一致，这一方面是受中日外交争端余波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日系车企一直推

崇的混合动力和电气化技术路线在国内收效甚微。 2014年，各大日系车企纷纷开始力推其涡 

    轮增压技术并引进相应车型，日系乘用车销量或将回暖。 

     中诚信国际认为，近年来虽然自主品牌为迎接挑战、寻求突破而不断努力，但是目前自主

品牌乘用车的增长更多是受益于政策补贴、低价策略及行业整体景气度的提 升，而在品牌及

技术方面与合资品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大汽车厂商对中国市场的更加

重视，导入国内生产或进口销售的车型种类更加丰富，销 售渠道逐步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产

品、价位下探，自主品牌原有的优势逐渐消失。在行业增长整体放缓、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

下，自主品牌轿车面临的压力增大，相 关车企的信用水平将出现分化，研发能力更强和产品

质量更可靠、性价比更高的企业将更易于维持信用水平的稳定，产品无法很好地满足消费者

需求的企业或将在轿 车领域逐步丧失竞争力，进而影响其整体的信用水平。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总体而言，2013年乘用车销售总量增长平稳，SUV销量继

续保持较高的增速而自主品牌份额进一步下降，结构性变化继续加深。预计未来12~18个月内

乘 用车市场仍将在消费升级中平稳发展，相关车企的信用水平将进一步分化，无法跟随市场

趋势或战略布局失当的企业将面临市场份额及盈利下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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