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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 4； 

建设汽车强国与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董建平 

一、汽车强国离不开相关产业的支撑 

1、我国汽车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近十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有目共睹，平均年增长 25%，汽车产销

量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一位。汽车产业的发展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明显，在

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汽车市场将释放出巨大的需求，未来十年，

汽车产业仍然会保持平稳、适度、较快的增长速度。 

    建设汽车强国是汽车产业必须实现的目标。 

2、汽车强国必须建立在我国工业的综合实力基础上 

★ 汽车产业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工业综合实力。我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

工业体系，门类齐全，基础雄厚；我国还具有一定的资源优势。我国工业体系完

全有条件和基础支撑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 我国汽车产业规模为相关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对上下游产业的

发展将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 

★ 汽车产业涉及几乎所有的工业行业，汽车产业的技术发展将带动整体工

业的技术进步，为提高我国工业的整体竞争实力起到重要作用。 

★ 产业安全。我国是汽车生产大国，虽然当今经济已经全球化，但是还是

应该立足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如果汽车的原材料和工艺装备的供应长期依赖进

口或跨国公司的产品，汽车的生产将很可能陷入被动的局面，包括产品供应不及

时或价格上涨。特别是需求量大、附加值高的原材料产品必须建立在自主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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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 

3、我国汽车相关产业发展滞后不适应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我国缺乏完整的、符合汽车要求的产业链。汽车产业发展需要上、下游产业

链的支撑。目前国内相关产业链还不适应汽车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汽车下游产业

的敏感度比较强，例如车用燃料的供应、价格、品质；汽车造成环境污染的程度；

道路交通的设施完善、科学管理水平；汽车使用、维修服务等方面，都会对汽车

产业的发展带来直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然而上游产业对汽车产业发展的影响表现不是很直观，主要是不同程度地反

映在某个产业内，容易被人忽略。实际上，我国汽车上游产业不适应的矛盾更加

突出，解决的难度更大。 

汽车燃料：其品质影响汽车排放法规的实施。 

原材料：金属材料，中高端汽车的特殊要求的材料需要（高强度钢板等）；

非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用于树脂、橡胶、涂料、粘结剂等，造纸：用于三滤产

品，这些原材料产品还主要依靠进口或跨国公司供应。 

装备制造：多功能、高精度数控加工中心，自动加工、装配线，试验检测、

热处理设备等；机械基础零件（轴承、特种标准件、密封件及液气动阀类）。汽

车合资企业的生产装备以及本土企业的关键工艺的装备基本引进国外的。 

电子产业：电子元器件产品（各种传感器、芯片等）等基本依赖于国外的技

术和产品。 

相关产业对汽车产业的支撑很有限，我国 1800 万汽车产量中，近 80%是乘

用车，乘用车中近 60%是外资品牌。以合资品牌为主的中、高端汽车产品以及自

主品牌部分产品还是依赖国外产业链的支撑或者是靠国际跨国公司产品。 

合资品牌汽车品牌附加值高，主要面向中高端市场，自主品牌汽车及其零部

件主要面向低端市场，我国相关产业主要面对自主品牌汽车市场，企业效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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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形势下，自主品牌汽车市场下滑，对我国相关产业的影响将

带进一步加大。 

二、汽车产业应该带动相关产业同步发展 

我国已经跻身于汽车大国的行列，但是这主要体现在汽车的产销规模上，要

成为汽车产业强国，不但提高汽车产业的产品技术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还必须

全面提高相关产业的整体实力和水平。如果我国生产的汽车主要体现的是国外相

关产业的技术和产品，不能立足于自主，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汽车强国。因此，重

视发展相关产业，使之适应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是实现汽车强国目标的重

要环节，也是汽车行业的历史责任。 

1、汽车产业和相关产业在技术创新上要紧密合作、产业规模要协调发展 

★ 首先，汽车行业企业和相关产业在技术上要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 自主品牌企业要改变目前以技术模仿、跟随的状况，努力掌握汽车核心

技术，提高产品研发深度，提高创新能力，积极和原材料等产业合作大胆进行原

始创新。 

★ 倡导外资企业和我国相关产业合作，利用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和资源优

势，实现新产品研发、在产产品的改进本土化。 

2、要重视汽车零部件的发展 

汽车是由 2至 3万个零件组装而成，整车的核心技术大都凝结在零部件上，

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以及电控技术也主要应用在零部件的产品和制造上。实

际上，汽车零部件是相关产业的直接用户，应该重视和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合作。 

当前，相关产业首先要重视和本土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合作，为全面提升本土

零部件产业的产品水平和制造工艺装备水平服务。 

中国的汽车市场发展具潜力很大，而且是完全开放的市场，是跨国公司必争

之地。随着增长趋稳，市场逐步成熟，对市场份额的争夺将非常激烈，这对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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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企业是巨大的挑战；同样，我国汽车相关产业的发展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当

前，汽车市场冷热不均，外资品牌仍保持增长，自主品牌在下滑，但是从长远、

可持续发展考虑，我国自主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企业要主动加强和相关产业的

紧密合作，要积极为合作创造条件，这是汽车产业的历史责任。 

三、几点建议 

 1、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以汽车产业为龙头，设立专项，组织、协调全产

业链的技术力量，结合汽车的技术、工艺和质量要求，进行技术攻关。 

2、国家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汽车行业积极、大胆采用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

创新成果；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本地化，利用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和资源进行

产品技术研发和改进。 

3、我国相关产业应积极实施国际化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的科技资源，加强

和国外科研机构合作，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4、汽车上游行业应多参加汽车行业有关的活动。中汽协会有 20个零部件分

支机构，每年都开展各种类型的行业活动，这是企业相互交流的平台，欢迎上游

有关企业积极参与。 

5、结合轴承行业的具体情况，我认为，一是要结合汽车产品的升级换代，

针对具体车型或零部件总成的技术要求，开展有关产品及工艺、材料的技术创新

工作。 

二是从用量最大的汽车轴承品种入手，重点是提升自主品牌汽车和零部件总

成产品水平。 

三是要坚持以企业间自愿、主动合作的原则。只有上下游企业内生的相互需

求，合作才有坚实基础，才能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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