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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2000 年国内车用发动机年产量仅为 213.80 万台，随着家庭用车普及率提高带来的市场高速

增长，2014 年国内共生产车用发动机 2,108.16 万台，2000 年至2014 年年复合增长率 17.76%。  

      发动机行业是国内石油消耗的最大主体产业。根据内燃机工业协会统计，目前发动机（内

燃机）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10%，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 30%，颗粒物排放

超过 60 万吨。发动机排放污染物已成为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节能减排任务艰巨。

近年来，雾霾天气频繁出现引起了人们对环保问题尤其是大气污染问题的高度重视，从而将

发动机降低排放污染提升到新的高度。与此同时，随着国内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由此带

来的能源紧张问题将更加突出，对发动机降低能耗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车用发动机市场供需与战略咨询报告》共十章

。首先介绍了中国车用发动机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车用发动机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中国车用发动机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车用发动机市场竞争格局。随后

，报告对中国车用发动机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车用发动机行业发展

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车用发动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车用发动机行业，本

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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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汽车行业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成为众多工业发达

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根据世界汽车组织（OICA）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相关数据

，2001年至2007年，全球汽车行业一直保持快速发展；由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

年、2009年全球汽车产量出现下滑；2010年至今，全球汽车行业复苏并稳步增长。

近年来，传统汽车工业国家汽车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一些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汽车制造活

动及相关的汽车制造中心部分已逐步由欧美等传统汽车工业国家向亚洲、南美等发展中国家



转移。

2001 年以来，中国汽车工业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并于 2009年跃居全球第一大汽车产销国

，2009年至2014年汽车产销量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国内汽车产

量分别为1,927.18万辆、2,211.68万辆、2,372.29万辆。 

虽然中国汽车产销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汽车保有量仍远低于欧美等传

统汽车工业国家及世界平均水平。随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新一轮城镇化进

程的推进，国内汽车工业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汽车零部件行业是汽车工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支撑汽车工业持续稳步发展的前提条件。随着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以及专业化分工的日趋细致，国际大型汽车制造商逐步向精简机

构、以整车开发为主的专业化生产模式转变：整车厂商在扩张产能规模的同时，与外部优质

的汽车零部件专业生产企业展开合作，形成配套供应关系，从而推动了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快

速发展并产生庞大而持续的市场需求。 

目前，全球汽车零部件行业主要由欧美、日本等汽车工业发达国家主导，发展中国家零部件

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综合实力相对有限。根据公布的2014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百强

名单，日本及欧美国家占据了绝大多数。然而，随着汽车零部件行业产业链条的全球化拓展

，发展中国家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亦迎来良好的发展契机，在一些汽车零部件细分行业，发

展中国家的优势零部件企业通过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市场经验积累，逐步形成与国际大型汽车

零部件企业共同竞争的格局。 

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发展起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过不断的发展，行业规模和企业数

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起步阶段，汽车零部件制造以围绕整车配套为主，零部件生产

企业对整车厂商的依附性强，整体技术水平较为薄弱。

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逐步迈入了加速发展的轨道：一方面，国内宏观经

济的稳定增长，下游汽车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配套产业政策的相继出台，为国内汽车零部

件生产企业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及需求契机；另一方面， 国际汽车零部件企业相继进入中

国市场，为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汽车零部件

行业迅速成长。 

在上述大背景下，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合资合作、自主发展、多元化投资等

相关措施，在装备水平、制造技术、产品质量、管理水平等方面均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汽车

及零部件国产化程度显著提高，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供应体系。统计数据表

明，2014 年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实现营业收入2.91万亿元，是2005年的7.75倍。

经过多年发展，汽车整车制造已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华中、京津和西南等六大产业

集群，而国内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也基本围绕这六大产业集群分布。 



就市场格局而言，外资及合资企业凭借其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赚取较高利润，占据

着主要地位；本土企业虽然起步较晚，在企业规模、制造技术等方面滞后，但随着国内汽车

零部件行业产业结构转型步伐的稳步推进，以及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及配套能力的持续增强，

部分本土零部件企业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已经成长出一批可以同外资及合资公司相竞争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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