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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汽车工业“十一五”总体情况和特点 

“十一五”期间，我国汽车产量年均增长 30%左右，2009 年国

产汽车销售 1364 万辆，汽车生产和新车销售数量排名世界第一；汽

车保有量达到 7619.31万辆，我国已成为世界汽车生产与消费大国。 

（一）产销量保持高速增长 

 “十一五”前四年我国汽车工业承接了本世纪初的高速发展态

势，产销规模逐年迅猛增长，2009 年我国汽车产量和销量双双跨跃

千万辆大关。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09 年全球汽车市场仍然处在低迷

的状态。但得益于《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及一系列扶持政策

有效落实，我国汽车工业在逆势中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2009年，

汽车产销分别为 1379.10万辆和 1364.5万辆（分别比 2005年增加 1.42

倍和 1.37倍）；2009年，摩托车产量 2542.77万辆（是 2005年的 1.43

倍）。 

2009 年，全国汽车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31971.32 亿元，同比增长 25.19%，主营业务收入 31900.04 亿元，同

比增长 25.32%，实现利润 2420.22亿元，同比增长 54.86%。 

（二）汽车工业国际地位逐年提升 

2005 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分别为第 4 位和

第 3位，汽车产量占全球的比重为 8.69%。2009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

双排名世界第一，汽车产量占全球的比重上升到 22.6%，中国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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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汽车产销大国。 

2005年，摩托车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50 %，2009年我国摩托

车产销量在世界各国中连续 15 年排名第一，摩托车产量占全球的比

重提高到 51%。 

 

表 1.1  2007-2009年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产量情况（万辆） 

序号 国家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1 中国 888.2 934.5 1379.1 

2 日本 1159.6 1156.4 793.5 

3 美国 1078.1 870.5 571.2 

4 德国 621.3 604.1 521 

5 韩国 408.6 380.7 351.3 

6 巴西 297.7 322 318.3 

7 法国 301.6 256.9 205 

8 西班牙 288.9 254.2 217 

9 印度 225.4 231.5 263.3 

10 墨西哥 209.5 219.1 155.7 

11 加拿大 257.9 207.8 149 

12 俄罗斯 166 179 72.2 

13 英国 175 164.9 109 

14 泰国 128.8 139.4 96.8 

15 土耳其 109.9 114.7 87 

16 伊朗 99.7 105.1 75.2 

17 意大利 128.4 102.4 84.3 

 



（三）产品出口逐步扩大 

2005 年我国首次成为汽车数量净出口国，2005 年以后中国汽车

整车及零部件出口金额超过进口。“十一五”前三年，我国汽车出口

快速增长，年均增速为 57%。 

从汽车产品出口的结构上看，近几年，乘用车出口数量增加迅速，

其中 2008 年乘用车出口量已经接近货车，客车出口比重明显下降；

2000年轿车出口远远落后于进口，到 2008年轿车出口数量已超过进

口，小于 1.5升的小排量车出口金额也超过进口。商用车产品出口始

终保持优势地位。进口汽车产品中乘用车占绝大多数，这说明国内生

产企业已经初步具备开发和生产满足国内大众需求的产品，进口整车

汽车产品以弥补国内生产产品的空缺为主。 

（四）汽车工业成为国家重要支柱产业 

从我国汽车产业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开始，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

的重要地位就开始不断加强，并已成为支撑和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

增长的支柱产业之一。“十一五”期间，汽车产业增加值在全国 GDP

中的比例整体上处于上升趋势；2006年至 2009年，汽车工业完成工

业增加值分别为 3719 亿元、5448 亿元、6319 亿元和 7683 亿元，占

GDP比重分别为 1.79%、2.12%、2.10%和 2.29%；有关专家预计：2010

年汽车产业增加值所占 GDP的比重将达到 2.5%。汽车工业已成为我

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五）中国汽车工业成为世界汽车工业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汽车跨国公司全方位进入中国市场，

汽车跨国公司实施积极的本地化发展战略，并将中国市场发展纳入其

全球战略。目前，除雷诺公司外各跨国汽车公司都有产品在中国合资

企业生产。从 2001年至 2009年，合资企业乘用车产品品牌数量和销



售量分别增长了 6.21倍和 9.9倍。 

（六）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整体产品结构基本形成 

乘用车比例从 2005年的 68.87％提高到 2009年的 75.29%，其中

轿车从 48.49％提高到 54.17%；重型货车占全部货车的比例从 2005

年的 11.74%提高到 2008年的 15.47%；中型货车比例从 2005年的 13.59

％下降到 2008 年的 9.39%。根据公安部公布数据，2009 全国民用车

辆拥有量为 7619 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载货车 1331 万辆），比

2005年增长 1940万辆；2009年私人汽车拥有量为 5218万辆，比 2005

年增长 3370万辆；私人汽车拥有量占总保有量的比重为 68.49%（比

2005年增长 10个百分点），私人购车已成为汽车消费主流。 

（七）自主创新能力有所提高 

改革开放为我国汽车工业提供了引进技术、合资合作的发展条件，

通过合资合作使国内汽车企业积累了经验、技术、人才和资金。奇瑞、

吉利等企业实现了从简单模仿到正向开发再到自主创新的转变。一

汽、上汽、东风、长安四家企业近几年逐步加强力量开发自主品牌，

我国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已经从单项技术和产品创新向集成创新和

创新能力建设方面发展，自主创新正在跃上新台阶。 

（八）自主品牌产品取得长足发展 

“十一五”期间自主品牌产品发展迅速，自主品牌企业持续的努

力与付出，与合资品牌的竞争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成为推动中国汽车

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图 1.6  2005-2009年乘用车自主品牌数量及销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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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05-2009年轿车自主品牌数量及销售数量 

 

截止 2009年：乘用车自主品牌数量达到 180个，较 2005年末期

增长 200%，销量达到 457.7万辆，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4.3%，是 2005

年全年的 2.63 倍；轿车自主品牌数量达到 83 个，较 2005 年末增长

196%，销量为 221.73万辆，占轿车销售总量的 29.67%，是 2005年全

年的 3倍。 

（九）节能减排有序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起步 

为了促进汽车行业节能减排，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2004 年，国内有关部门分别制定和颁布了《轻型汽车燃料消耗

量试验方法》及《乘用车燃料消耗量限值标准》。《乘用车燃料消耗量

限值标准》的实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于 2005年 7月 1日起实

施，第二阶段于 2008 年实施。实施第二阶段限值要求后，乘用车油

耗水平比 2002年乘用车油耗水平总体降低 15%左右。《第三阶段乘用

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标》标准草案近日已原则通过。 

对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国家制定了一系列规划和

政策措施。2007 年底，国家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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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新能源汽车正式进入鼓励产业目录，有关部门制定颁布了《新

能源汽车生产准入管理规则》。截止目前，《公告》已发布了 11批《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共有包括混合动

力、纯电动、燃料电池汽车等在内的 64 个品种的新能源轿车、客车

等产品列入目录；今年 6月 30日，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公

告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节能汽车(1.6升及以下乘用车)推广目录（第

一批）。安徽江淮、比亚迪、北京现代、重庆长安等 16 家企业的 71

个车型入围第一批推广目录。这些产品都会享受国家相关补贴政策。 

（十）中国汽车零部件体系初步建成 

我国汽车零部件工业已形成较大规模、较好水平、门类齐全的工

业体系，为我国汽车生产配套及维修提供基本保证，零部件产值及出

口值居世界第四位；企业自主开发能力逐步提高,基本具备商用车及

经济型轿车零部件开发能力，为自主品牌汽车发展奠定了基础；零部

件产品水平提高,为整车更新换代, 技术升级创造了必要条件；零部件

企业集群化发展，专业化协作能力加强, 促进了汽车产业发展；汽车

零部件成为汽车商品出口主力, 国际贸易竞争力逐步提高。 

2009年，规模以上 11110家零部件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12299

亿元，同比增长 22.59%，主营业务收入 12313.65 亿元，同比增长

23.71%，出口交货值 1009亿元，同比下降 17.03%。 

二、我国汽车工业发展主要问题 

（一） 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缺乏 

目前，国内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已经形成了车身开发能力，对整车

和重要总成具备了二次开发和匹配开发的能力。但是由于我国汽车工

业起步晚，缺乏足够的研发人才、开发平台、技术体系、知识产权等

方面积累，我国整车生产企业在乘用车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和平台技



术，商用车产品的发动机电控系统等零部件方面尚未掌握核心技术。

整车生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跨国公司相比还相差较大。 

（二） 自主品牌综合竞争力较弱 

我国自主品牌整车产品的品牌影响力还不足，由于我国自主品牌

汽车的起步较晚，品牌的树立还缺乏坚实的自主技术基础，完善有特

色的企业文化，以及共同成长的市场群体等方面的支撑，尤其在全球

市场中，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综合竞争力尚未形成。 

（三） 产品节能减排技术极待提高 

我国石油资源严重短缺，在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大环境下，推

动汽车产品节能减排势在必行。但是，目前我国汽车产业节能减排技

术与国际水平还相差很大。 

经过“十五”、“十一五”的技术攻关，我国在新能源汽车研究方

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部分产品实现了小规模生产和示范运行。但整车

产品在续驶里程、可靠性和工程化上仍落后于国外先进产品，零部件

产业链未形成，产品成本较高。 

（四） 零部件发展滞后，整零关系还不协调 

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基本形成了产业体系，为年产千万辆汽车的

生产和为 5000 万辆汽车的维修服务提供了基本保证，产业规模已经

位居世界前列。但是，近几年来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明显滞

后于整车的发展步伐，更难以对未来我国汽车产业的自主开发与创新

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五） 产业组织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 

2009年，上汽、一汽、东风、长安和北汽 2009年产量分别为 270.5

万辆、194.5万辆、189.8万辆、187万辆和 124.3万辆，丰田、通用、

大众、福特和现代等 5家公司的产量分别为 723.4万辆(含在中国生产



62.7万辆)、650.3万辆(含在中国生产 76.8万辆)、629万辆(含在中国

生产 139.7万辆)、469.5万辆(含在中国生产 23万辆)和 464万辆(含在

中国生产 81.2 万辆)，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其规模还小很多。而国内

年产量低于 10万辆的企业占大多数。 

我国汽车企业规模小，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持续赢利能力，难以实

现规模经济，导致竞争力不强。 

 

 

 

 

 

 

 

 

 

 

三、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趋势 

（一）、产业规模将持续快速发展 

可以预见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汽车市场将保持快于全球市场

的增速，产业规模将位居世界首位。随着产业规模在量方面的持续扩

大，为产业自主创新、自主开发，以及新能源汽车技术等方面提供了

机遇，为我国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大企业集团将初步形成 

“十二五”期间，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企业在市场、技

术等方面的竞争不断激烈，为了适应更为严峻的市场环境，企业对做

大做强自身实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将更加迫切，可以预见，中

国汽车工业的结构调整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 

零部件已经初步形成东北、京津、华中、西南、长三角及 珠三

角 6大产业集群。 

（三） 汽车技术发展长足进步，节能减排水平明显提高 

“十二五”期间，自主研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形成多层次的人

才梯队、多层级的研发体系、合理的研发布局，基础理论水平达到国

际水平，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应用比例大大提高；引进技术及品

牌的比例将有所下降，自主知识产权进一步增强。 

通过重点技术的突破和广泛应用，“十二五”期间，我国汽车工

业将取得显著的节能减排效果。 

（四） 二三级汽车市场快速发展 

2009年前9个月，一级、二级和三级城市的市场增长贡献度分别

为26.4％、39.7％以及33.9％；同时，一级市场的汽车销量增速为33.6%；



二级市场为41%；而三级市场的增速超过50%，达到51.4%，二三级市

场增速远远高于一级市场。数据表明，我国二三级城市汽车市场快速

发展是不争的事实。 

（五） 国际化发展不断加速 

“十二五”期间，我国汽车工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将成为提 升

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国内主要自主品牌企业在进一 步加大产品

出口数量的同时，通过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 生产基地，以及并购

国外企业资源等多种方式，逐步融入 到世界汽车工业体系当中，借

助比较优势不断加强自身核 心技术水平，打造自主品牌。 

（六） 新能源汽车发展稳步推进 

“十二五”期间，新能汽车发展将加速稳步推进。将继续坚持 “三

纵（纯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三 横（动力电池、

驱动电机、电控系统）”的研发布局，逐 步突破和掌握新能源汽车核

心关键技术和产业化工程技术。 在重点实施小型电动乘用车和公共

客车产业化的同时，推 进并逐步实现各类新能源汽车产业化。 

四、我国汽车工业“十二五”发展思路和目标 

（一）发展思路 

发展思路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开放和自主发展相结合，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自主品牌产品，提升综

合竞争力，迈向汽车工业强国。 

（二）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 

汽车工业保持稳定增长，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自主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自主品牌产品在国内市场占 据主导地位，建成世界汽车

出口重要基地和出口大国，全面提升在世界汽车工业中的地位。 

产量和产值目标 

结构调整目标 



走出去目标 

自主创新目标 

五、我国汽车工业“十二五”发展重点 

.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自主品牌 

. 做大做强企业集团 

. 加快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 

. 开拓二、三级市场及农村市场 

. 实施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 

. 进一步完善零部件发展体系 

. 提升节能减排水平，提高综合利用效率 

. 推进“两化融合”，提升行业综合竞争力 

. 着力发展汽车服务业 

六、政策与措施 

（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发展自主品牌的对策与措施 

（二）调整产业结构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与措施 

（三）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与措施 

（四）实施汽车国际化与产品出口的对策与政策 

（五）促进汽车零部件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六）鼓励和支持节能减排的政策与措施 

（七）促进“两化融合”的对策与措施 

（八）发展汽车服务业与提高服务水平的政策与措施 

（九）推进汽车行业法制化管理的对策与措施 

七、对汽车轴承行业发展的建议 

轴承工业作为机械基础工业，其技术水平高低，对一个国家的工

业技术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如果说，一个不具有轴承工业

的国家，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的话，那么，一个不具有

先进轴承技术水平的国家，则很难说是一个拥有了先进制造技术的国



家。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轴承行业近些年来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目

前，中国汽车工业正从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迈进，当然离不开先进制

造技术的支持，包括离不开轴承工业的支持。  

我对轴承行业是外行，但我知道汽车使用的轴承数量非常大，品

种非常多，要求非常高。粗略来说，按 1500 万辆汽车产量，配套轴

承 7.5亿套；按汽车保有量 8000万辆计算，维修轴承 6.8亿套，年汽

车轴承市场总需求 14。3亿套。再根据汽车年增长率 10%计，增加市

场需求量。到 2015年我国汽车轴承需求量达 23亿套。 

汽车所需要的轴承不仅数量在增加，要求也越来越高，品种也越

来越多。为了防止漏油，在汽车上过去使用的一些无密封的结构开始

使用双密封；过去使用单密封唇，现在开始使用多密封唇；为了提高

汽车的性能，过去使用普通的轴承，现在开始使用可调心轴承 ，一

些变速器上开始使用大游隙密封轴承；为了简化汽车的结构，有些总

成上过去使用单一的轴承，现在开始使用轴承单元等等。这些先进的

轴承帮助汽车行业提高了汽车的整体水平。 

为了满足汽车工业的要求，在轴承行业工作的国内外同仁们的努

力下，轴承行业发展很快，国内不仅一些老牌的轴承厂如瓦轴、洛轴

等发展很好，近些年发展较好较快的、以汽车轴承为主导产品的企业

有：万向钱潮、襄阳轴承、天水海林、重庆长江等。中国轴承行业的

实力正在增强。 

我还注意到，轴承制造技术发展也很快。正是由于现代仿真技术、

润滑技术、密封技术、降噪技术和新材料的发展，越来越多高精度、

高技术含量、新结构的轴承能够提供给汽车行业使用，能够支持汽车

工业的技术进步。 

当然，国内轴承行业支持汽车行业的能力还需要提高。据我所知，

全国有四、五千家轴承企业，其中销售额 500 万元以上的 1750 家。



而由于汽车轴承的要求相对较高，目前全国能够给汽车行业配套的轴

承企业共有 30 多家。这个数量还不够大，是日、欧、美占据了世界

轴承市场的大半壁江山，更占据了中国汽车轴承市场的大半壁江山。 

有人问我，为什么汽车行业用进口轴承多于国产轴承？我想大概

几个原因： 

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国外的轴承厂家生产历史较长，国外的一些

大汽车厂家也有百年的历史，这些企业多年合作，产品用起来顺畅，

改便较难。特别是一些国外的汽车品牌，很强调使用原配，国内的产

品进入配套，确实较难，这里有利益的原因，也有减少使用风险的原

因。 

二是有技术和质量的原因。应当承认，我们国产轴承的水平与国

外还有差距，有的差距还不小，这也许就是中高档轿车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用外国轴承的原因吧。使用了外国轴承，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轴

承占整车的成本比例不大，原有的价格体系已经形成，又对整车的质

量提高有好处，有保障，改变的动力不大。 

三是还有轴承企业自身的原因。轴承国内配的不多，进口不少，

但国产轴承出口数量还相当可观，所以国产轴承用的少也不完全是水

平问题，显然这里面有很多工作可做。 

大会希望我能给轴承行业提点希望，我就不客气地提几点： 

一、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汽车都在向更安全、更节能、更环保

的方向发展，汽车厂对轴承厂的要求越来越高。轴承行业应该加大研

发和技术投入，努力提高全行业、特别是提高制造高精度、特殊结构

的汽车轴承的技术水平，为满足汽车行业的需求，也为减少轴承进口

打下基础。 

二是加强技术攻关，提高国产轴承的产品质量，提高国产轴承的

使用寿命，确保汽车厂家放心使用。 

三是发挥本企业优势，从自身最有优势的产品入手，寻求给汽车



企业配套的突破口，争取与厂家开展同步工程，并要坚持下去，循序

渐进。当前应该先瞄准国产品牌、再瞄准中高档车、瞄准新能源车配

套。 

我衷心地希望轴承行业能与汽车行业共同努力，能够尽快改变国

内高精度、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比例偏低的现状，改变汽车轴

承主要靠进口的现状，共同振兴我们包括轴承在内的现代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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