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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2019年西安全国汽配会-2019年秋季西安全国汽配会

展会时间：2019年10月26日-28日

展会地点：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心

主办单位：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汽车摩托车用品业商会

易通全联（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由易通全联（北京）国际展览有限公司承办的，2019年秋季的"全国汽车配件交易会暨全国汽车配件采购
交易会"定于10月26-28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行。

参加西安全国汽配会的企业超过2500家，标准展位突破3000个，展览面积达到50000平方米。在此，对参
加以往各届展会的参展商以及多年来一直关注我们发展并给予支持的新老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1.零部件产业发展概况

http://info.qipei.hc360.com/zt/07lhyz/index.shtml


    近

年来，中国汽车工业发

展取得较大进步，生产制造能力基本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自主品牌

整体实力大有提升，包括零部件产业在内，整体产业在体量和质量两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但在产业链

完整度和关键环节，如上游零部件产业、基础装备等方面仍受制于人，更不可忽视关键核心技术缺乏、

上下游支撑不足、产业内外跨界协同欠缺、企业软实力待提升等发展掣肘。民族汽车工业在完整、自主

、安全、可控的核心目标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由“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更加亟需高度重视

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和进步提升。

    1.1产业整体发展增速较快，体量规模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目前，国内各类型汽车零部件企业数量约为10万家，规模以上企业约为万家。国内汽车零部件

产业总体规模（工业生产总值）约为3.7万亿～4万亿元，近年年均增幅达到10%～15%，发展速度远高于

整体汽车产业

7%的增速。国内零部件产业体量规模快速提升，对国民经济和工业制造业发展均做出重要贡献。目前，

国内整体汽车工业总产值规模约为7.9万亿元，零部件产业规模占比约为50%，整零规模比例约为1:1。但

相对国际汽车工业发达国家1:1.7的整零比例，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1.2国内本地化配套与供应能力较为健全，基本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得益于国内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可观预期，以及各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决心压力和优惠政

http://info.qipei.hc360.com/zt/homemade/index.shtml
http://info.qipei.hc360.com/zt/07lhyz/index.shtml


策，本土自主企业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并加强合资合作和引进借鉴，跨国零部件企业则不断深化在华发

展战略，提升本地就近配套能力。整体而言，目前中国境内本土化汽车零部件生产制造门类较为齐全，

体系化配套能力能够基本满足下游整车产业的发展需求。单纯从零部件本身产品种类来看，80%以上已

经实现中国境内本土化生产。随着新能

源汽车的快速发展，相关零部件行业

进步显著，其中动力电池领域涌现出比亚迪、宁德时代和沃特玛等*企业，驱动电机和电控系统的集成度

进一步提升，产品技术指标保持国际先进。

    1.3产业市场化竞争不断加剧，行业集中度呈现两极分化

    目前，本土自主零部件企业谋求品牌和产品向上突围和配套市场继续提升，国外知名汽车零部

件企业加强在华布局、扩大产能、深化战略，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但目前国内汽车

零部件行业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绝大部分高附加值产品技术领域，例如电子电器、主动安全部件

、自动变速器和发动机

传感器等，大多被外资零部件企业垄断，行业集中度极高。而自主零部件企业多集中于市场化充分竞争

、附加值较低的产品领域，例如铸造件、冲压件和钣金件等，且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

严重。

    目前，本土自主零部件企业谋求品牌和产品向上突围和配套市场继续提升，国外知名汽车零部

件企业加强在华布局、扩大产能、深化战略，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但目前国内汽车

零部件行业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绝大部分高附加值产品技术领域，例如电子电器、主动安全部件

、自动变速器和发动机传感器等，大多被外资零部件企业垄断，行业集中度极高。而自主零部件企业多

集中于市场化充分竞争、附加值较低的产品领域，例如铸造件、冲压件和钣金件等，且存在较为严重的

http://info.qipei.hc360.com/list/zx.shtml
http://info.qipei.hc360.com/zt/bsq091009/index.shtml
http://info.qipei.hc360.com/zt/fdj/index.shtml


产能过剩，同质化竞争严重。

    1.4自主与外资/合资零部件企业，盈利能力方面差距巨大

    国内零部件产业，在表征体量类的经济指标方面，例如工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固定资产

合计和从业人数等方面，年平均增幅均高于整体汽车工业，所占份额也不断提高。在表征效益类的经济

指标方面，例如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净利润率和全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则大部分低于汽车

工业整体增幅，凸显零部件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带来的行业经济运行隐忧，尤其自主和外资/合资零部件企

业在盈利能力的对比方面，差距较大。目前，国内零部件产业平均净利润率为6%～8%（包含所有经济类

型企业），其中主流的大规模自主企业利润率约处于6%的平均水平，绝大部分中小规模自主企业利润率

仅为2%～3%，甚至低于2%。而与之相比，外资/合资零部件企业利润率高达10%～15%。整体而言，自主

零部件企业由于产品技术水平、生产制造质量水平和规模化水平较低，市场议价能力薄弱，依靠价格战

抢夺市场仍是主要竞争手段，生存状态不容乐观。

    1.5国内零部件行业本土化研发投入低，创新能力不足

    国内零部件行业研发投入平均水平为2%（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而欧美、日韩等汽车工

业发达国家零部件企业研发投入约为3%～5%，国内外研发投入仍有一定差距。整体而言，外资零部件企

业绝大部分在华为生产制造基地，未进行研发性技术导入和对应本地化创新投入，在产值和营业收入等

规模指标不断提高对比下，研发投入严重不足。而国内自主零部件企业研发创新意识仍然不足，产品开

发以仿制与逆向开发为主，研发投入普遍偏低。同时，自主零部件企业受限于基础较差、盈利能力薄弱

及中长期战略规划模糊，自主创新和正向研发严重不足，核心竞争力丧失，继续导致市场份额不足、盈

利能力薄弱及研发投入偏低的恶性循环，长期处于被动追逐市场，技术受制于人的困难局面。



    1.6自主企业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与人才流失困境严重

    国内零部件行业发展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力资源问题。根据2006～2016汽车行业人才流向数据显

示，包括应届毕业生和千人计划专家等高端汽车人才、多重复合型人才、专项人才中，流向零部件行业

的比例较低。而在较小规模流向零部件行业的人才中，进入自主零部件企业的人数比例较小现象则更为

严重（约63%流向合资企业，27%流向外资企业，仅有10%流向自主企业）。外资及合资零部件企业以相

比更为良好的就业城市区域、成熟的职业培训体系、较高的薪酬福利体系和品牌影响力，吸引包括优秀

毕业生和中高层次人才聚集。自主企业、相关科研机构受困于人力资源招聘困难和人才流失问题，已经

成为企业创新发展和持续壮大的重要瓶颈。

    1.7产业中低端产能结构性过剩现象仍较为严重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中小微型零部件企业数量占比超过90%，但其产值规模占国内零部件产业

总规模不足20%。其中，小微型企业绝大部分是自主零部件企业，散、乱、差现象较为严重。国内小型

企业数量占比过高的产业结构性问题，中低端产能重复建设问题依然突出。在细分产品结构方面，传统

底盘类企业仍占主流，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企业仍偏少。国内从事底盘系统和通用标准件等相关人

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门槛较低的零部件企业，占比超过60%，依然偏高，而高附加值的电子电

器系统企业数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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