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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行业竞争力的动态跟踪分析：2019-2023
姜　攀

太原科技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4）

摘　要：本文通过深入分析 2019 至 2023 年间中国汽车行业的竞争力变化，探讨了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和发展趋势。文章首先
回顾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市场现状，并从市场竞争力、技术竞争力、成本竞争力和品牌竞争力四个维度对中国汽
车行业进行了全面评估。进一步，文章探讨了影响中国汽车行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和技术
进步。通过案例研究，文章分析了成功企业如比亚迪、吉利和蔚来汽车的成功因素，以及失败企业如众泰、华泰和高合汽车的教训。
在国际比较部分，文章比较了中国汽车行业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并预测了未来发展趋势。最后，文章提出了策略
建议，旨在促进中国汽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本文的研究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了理论
参考，也为行业内外的决策者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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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in the global market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changes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from 2019 to 2023.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analyzes the current market situation, and make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from four dimensions: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cost competitiveness and brand competitiveness. Further, 

the paper explor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including the policy environment, economic 

environment, socio-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rough case studi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success factors of successful companies 

such as BYD, Geely, and NIO, as well as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failed companies such as Zotye, Huatai, and Gaohe Automobi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ection,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wi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predicts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occupy a more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global market.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not onl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but also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decision-maker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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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 2019 至 2023 年间中国汽车行业的竞

争力变化，探讨其在全球汽车市场中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随

着全球经济的波动、技术的进步以及政策的调整，中国汽车行

业在这一时期内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和变革。研究中国汽车行业

的竞争力不仅有助于理解其在全球汽车市场中的地位，还能为

相关政策制定和企业战略规划提供实际价值。通过系统地分析

这一时期内中国汽车行业竞争力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

将揭示行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为行业内外的决策者提供参考，

并为提升中国汽车行业的竞争力提供策略建议。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竞争力理论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竞争力理论

成为分析和理解企业或行业在市场中表现的重要工具。本研究

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汽车行业的竞争力：

波特的钻石模型：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的这

一模型是分析国家或地区竞争力的经典理论。它认为，一个国

家的竞争力由四个主要因素决定：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

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

形成一种动态的、自我增强的系统。对于中国汽车行业而言，

这一模型有助于分析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来源和潜在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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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方向。

资源基础观点（RBV）：资源基础观点认为，企业的内部

资源和能力是其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特别是那些难以被竞争

对手模仿或替代的资源，如专利技术、品牌声誉、管理经验和

企业文化等，可以为企业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在汽车行业，

技术创新、研发能力、供应链管理等都是重要的内部资源。

动态能力理论：这一理论强调企业必须不断适应环境变化，

通过学习、创新和战略调整来维持和提升竞争力。在快速变化

的汽车行业中，动态能力尤为重要。企业需要不断更新技术、

优化产品、调整战略，以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和竞争对手的挑战。

2.2 研究方法
为了深入分析中国汽车行业的竞争力，本研究采用多种研

究方法，确保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文献综述：通过系统地回顾相关文献，了解中国汽车行业

竞争力的现有研究和理论基础。这不仅包括学术期刊、书籍和

研究报告，也包括行业分析报告和政策文件。文献综述有助于

确定研究的背景和框架，为后续的数据分析和案例研究提供理

论支持。

数据分析：收集和分析 2019 至 2023 年间中国汽车行业的

相关数据，包括但不限于市场规模、市场份额、研发投入、生

产成本、销售数据等。这些数据将从国家统计局、行业报告、

企业年报等渠道获取，并使用统计软件进行处理和分析。

比较分析：将中国汽车行业的竞争力与其他国家的汽车行

业进行比较，特别是那些在全球汽车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国

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通过比较分析，可以揭示中国汽

车行业在全球市场中的相对优势和劣势。

案例研究：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

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案例研究将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

访谈、观察和文档分析等手段，获取企业内部的详细信息和外

部的市场反应。

专家访谈：通过与行业专家和企业管理者的访谈，获取第

一手的见解和信息。专家访谈将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围

绕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和影响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通过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本研究旨在从多角度、多维度

全面分析中国汽车行业的竞争力，确保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并为相关政策制定和企业战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3 中国汽车行业概述

3.1 行业发展历程
中国汽车行业自20世纪末开始迅速发展，经历了从起步、

发展到成熟的不同阶段。最初，中国汽车工业以合资企业为主，

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汽车制造体系。

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需求的不断扩

大，中国汽车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期。2009 年，中国超越美国

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这一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汽车行业不仅在产量上实现了突破，

更在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网联汽车的兴起，为行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

环保政策和节能减排的要求，也推动了汽车行业向更加绿色、

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3.2 市场现状
截至 2023 年，中国汽车市场呈现出以下特点：

市场规模：中国汽车市场规模庞大，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

位。尽管近年来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需求依然强劲。

产品结构：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汽车产品结构也在

不断优化。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市场份额逐年增加。

竞争格局：市场竞争激烈，既有传统汽车企业，也有新兴

的新能源汽车企业。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在不同细分市场中展

开激烈竞争。

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智能网联技术、

自动驾驶技术等前沿技术在汽车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推动

了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

政策环境：政府在推动汽车行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如新能源汽车补贴、排放标准等，引导

和支持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

4 2019-2023 年中国汽车行业竞争力分析

4.1 市场竞争力
市场竞争力是衡量一个行业在市场中获取和维持优势的能

力。中国汽车行业在 2019 至 2023 年间的市场竞争力表现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市场规模：中国汽车市场规模庞大，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

位。尽管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但总体需求依然强劲，为行业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市场份额：自主品牌和合资品牌在不同细分市场中展开激

烈竞争。自主品牌在 SUV 和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突出，市场份

额逐步提升。

产品多样性：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汽车产品结构也

在不断优化。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市场份额逐年增加，推动了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消费者偏好：消费者对汽车的需求从单一的交通工具转变

为对舒适性、安全性、智能化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企业需要

不断调整产品策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4.2 技术竞争力
技术竞争力是汽车行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汽车

行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新能源汽车技术：在电池技术、电机技术和电控技术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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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国企业取得了重要突破。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企业在电

池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智能网联技术：自动驾驶技术、车联网技术等智能网联技

术在汽车行业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百度 Apollo、华为等企业在

智能驾驶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应用。

研发投入：企业加大了对研发的投入，推动了技术创新和

产品升级。研发投入的增加不仅提升了企业的技术水平，也增

强了其市场竞争力。

技术创新体系：企业通过建立研发中心、与高校和科研机

构合作等方式，构建了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为企业的持续

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持。

4.3 成本竞争力
成本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中获取优势的关键因素。中国汽

车行业在成本控制方面表现出色：

生产成本：通过优化生产流程、提高自动化水平和加强供

应链管理，企业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使得中国汽车在价格

上具有竞争优势。

供应链管理：企业加强了对供应链的管理，通过与供应商

的紧密合作，实现了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和成本的有效控制。

规模经济：随着产量的增加，企业实现了规模经济，进一

步降低了单位产品的成本。这为企业在市场中提供了更大的竞

争优势。

成本控制策略：企业通过精细化管理和成本控制策略，实

现了成本的有效降低。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也增强了

其市场适应能力。

4.4 品牌竞争力
品牌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中获取和维持优势的重要手段。

中国汽车行业在品牌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

品牌知名度：随着企业对品牌建设的重视，自主品牌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吉利、长安等企业通过品牌营销和产

品创新，增强了品牌的市场认知度。

品牌形象：企业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加强售后服务和开展

社会责任活动，塑造了良好的品牌形象。这不仅提升了消费者

对品牌的信任度，也增强了品牌的市场竞争力。

品牌忠诚度：通过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增强了消

费者的品牌忠诚度。品牌忠诚度的提升有助于企业在市场中建

立稳定的消费群体，提升市场竞争力。

品牌国际化：随着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中国汽车企业逐步

走向国际市场。通过在海外市场的品牌推广和营销活动，企业

提升了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5 影响因素分析

5.1 政策环境
政策环境是影响汽车行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政

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汽车行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政策：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大力

推广新能源汽车。这些政策不仅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销

售，也推动了相关技术的发展。

排放标准：严格的排放标准迫使汽车企业加大在环保技术

方面的投入，推动了清洁能源汽车和低排放汽车的研发和生产。

交通管理政策：如限购、限行等政策，直接影响了汽车市

场的需求和消费者的购车行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传统燃油车的销售，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接受度。

国际贸易政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政策也对中

国汽车行业产生了影响。关税政策、贸易协定等都可能影响汽

车的进出口和国际竞争力。

5.2 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的变化对汽车行业的发展有着直接和间接的

影响：

宏观经济状况：经济增长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力和汽车

市场的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汽车销量通常会增加；而在经

济衰退时期，汽车销量可能会下降。

消费者收入水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加消费者对汽车的

购买力，尤其是中高端汽车的需求。反之，收入水平的下降则

可能抑制汽车市场的需求。

信贷政策：信贷政策的变化会影响消费者的购车决策。低

利率和宽松的信贷条件可以刺激汽车销售，而高利率和严格的

信贷条件则可能抑制汽车销售。

汇率变动：对于依赖进口零部件的汽车企业来说，汇率变

动会影响其成本和利润。人民币升值有利于降低进口成本，而

贬值则会增加成本。

5.3 社会文化
社会文化因素对汽车行业的影响不容忽视：

消费者偏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消费者的购

车偏好也在不断变化。环保意识的增强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倾向于选择新能源汽车。

生活方式变化：城市化进程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影响了汽

车市场的需求。例如，城市拥堵和停车难问题促使一些消费者

转向更小巧、更环保的汽车。

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也会影响汽车行业。例如，

随着共享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考虑共享汽车服

务，而不是购买私家车。

文化多样性：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也会影响汽车市场的需

求。企业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特点，调整产品策略和营销

策略，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5.4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推动汽车行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新能源汽车技术：电池技术、电机技术和电控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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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新能源汽车的性能不断提升，成本不断降低。这些技术的

进步为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提供了技术保障。

智能网联技术：自动驾驶技术、车联网技术等智能网联技

术的发展，为汽车行业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技术不仅提升了

汽车的安全性和便利性，也推动了汽车行业的创新。

制造技术：先进的制造技术，如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技

术等，提高了汽车生产的效率和质量。这些技术的应用有助于

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

材料技术：新型材料，如轻质高强度材料、环保材料等，

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中。这些材料的应用不仅提升了汽车的

性能，也符合环保和节能的要求。

6 案例研究

6.1 成功案例分析
案例一：比亚迪

比亚迪是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通过持续

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策略调整，比亚迪在 2019 至 2023 年间取得

了显著的成功：

技术创新：比亚迪在电池技术、电机技术和电控技术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出了多款性能优异的新能源汽车。其刀片

电池技术在安全性和能量密度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市场策略：比亚迪通过精准的市场定位和有效的营销策略，

成功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其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广受欢迎，还

成功进入了国际市场。

品牌建设：比亚迪注重品牌形象的塑造和维护，通过参与

社会公益活动和环保宣传，提升了品牌的社会责任形象。

案例二：吉利汽车

吉利汽车是中国自主品牌的代表之一。近年来，吉利通过

并购和技术创新，实现了快速发展：

并购战略：吉利通过收购沃尔沃汽车，不仅获得了先进的

技术和管理经验，还提升了自身的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产品多样化：吉利推出了多款符合市场需求的汽车产品，

涵盖了轿车、SUV 和新能源汽车等多个细分市场。

国际化发展：吉利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通过在海外设立研

发中心和生产基地，提升了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案例三：蔚来汽车

蔚来汽车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新势力品牌，自 2014

年成立以来，凭借创新的商业模式和卓越的产品力，迅速在市

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产品创新：蔚来汽车以其高端电动汽车产品线著称，特别

是 ES8、ES6 和 EC6 等车型，凭借出色的续航能力、智能化配

置和用户体验，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

服务模式：蔚来创新性地推出了“电池租赁”和“换电服务”，

解决了电动汽车续航和充电的痛点，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便利性。

用户体验：蔚来注重用户社区的建设，通过线上线下活动

和用户反馈机制，不断优化产品和服务，增强了用户粘性和品

牌忠诚度。

国际市场拓展：蔚来不仅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还积极

布局海外市场，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市场，通过展示其技术和

服务优势，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6.2 失败案例分析
案例一：众泰汽车

众泰汽车曾是中国汽车市场的热门品牌之一，但近年来由

于多种原因，其市场表现不佳，甚至面临破产重组的风险：

技术落后：众泰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不足，导致其产品

在性能和质量上无法与竞争对手抗衡。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众泰的技术储备和产品竞争力明显不足。

市场策略失误：众泰在市场策略上存在失误，未能准确把

握消费者需求和市场趋势。其产品定位不清晰，营销策略也未

能有效吸引消费者。

品牌信誉受损：由于产品质量问题和售后服务不佳，众泰

的品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消费者对其产品的信任度下降。

案例二：华泰汽车

华泰汽车曾是中国汽车行业的一家重要企业，但近年来由

于经营不善和市场环境变化，其市场表现持续下滑：

管理问题：华泰在企业管理和运营方面存在问题，导致内

部效率低下，成本控制不力。这使得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

劣势。

产品单一：华泰的产品线较为单一，缺乏创新和多样性。

在消费者需求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单一的产品线难以满足市场

的广泛需求。

市场反应迟缓：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华泰的反应迟缓，

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策略和市场策略，错失了市场机遇。

案例三：高合汽车

高合汽车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新兴品牌，尽管在初期凭

借独特的设计和高端定位吸引了一定的关注，但最终未能实现

预期的市场表现：

市场定位不明确：高合汽车在市场定位上存在模糊，未能

清晰地传达其品牌价值和产品优势，导致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认

知度和接受度不高。

营销策略不足：尽管高合在产品设计和技术创新上投入了

大量资源，但在营销和推广上缺乏有效的策略，未能有效吸引

和留住消费者。

成本控制问题：高合汽车在生产和运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

存在问题，导致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影响了其在竞争激烈的市

场中的竞争力。

售后服务不足：高合在售后服务网络和响应速度上未能满

足消费者的需求，导致用户体验不佳，影响了品牌的口碑和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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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度。

7 国际比较

7.1 与发达国家的比较
在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中，中国汽车行业在多个方面表现出

其竞争力：

技术创新：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根据

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年销

量接近 500 万辆，占全球市场的 40% 以上。然而，与德国和日

本等国家相比，中国在汽车制造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上

仍有提升空间。

市场规模：中国汽车市场规模庞大，2023 年汽车总销量超

过 2500 万辆，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尽管市场成熟度和消

费者购买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所差距，但中国市场的增长潜力

依然巨大。

品牌影响力：中国汽车品牌如吉利、比亚迪等在国际市场

上的影响力逐渐提升。然而，与发达国家的知名品牌如宝马、

丰田等相比，中国品牌在品牌认知度和忠诚度上仍有较大差距。

环保政策：中国政府在推动环保和新能源汽车方面采取了

积极措施。2023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份额达到了 20%，

显示出政策的积极效果。相比之下，许多发达国家也在推动环

保政策，但实施力度和市场反应各有不同。

数据示例：

国家 /
地区

新能源汽车销量
（万辆）

汽车总销量
（万辆）

新能源汽车市
场份额

中国 500 2500 20%

德国 150 350 15%

日本 200 450 10%

美国 300 1700 18%

7.2 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汽车行业在多个方面展现出其

优势：

生产规模：中国汽车行业拥有庞大的生产规模和完善的产

业链。2023 年，中国汽车产量超过 2700 万辆，远超许多发展

中国家。

成本优势：中国在汽车制造方面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根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

这使得中国汽车在价格上具有竞争力。

技术创新：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的技术

创新，使其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具有较强的技术竞争力。中

国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技术和经验的

借鉴。

国际合作：中国汽车企业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如在

当地设立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提升了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市

场竞争力。例如，比亚迪在巴西和印度等地设立了生产基地，

加强了与当地市场的联系。

数据示例：

国家 /
地区

汽车产量
（万辆）

劳动力成本
（美元 / 小时）

新能源汽车市
场份额

中国 2700 5 20%

印度 400 2 5%

巴西 300 3 10%

墨西哥 200 4 8%

8 未来发展趋势与策略建议

8.1 发展趋势预测
新能源汽车的持续增长：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和政策的支

持，新能源汽车市场预计将继续增长。预计到 2025 年，新能

源汽车将占中国汽车总销量的 30% 以上。

智能化和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智

能网联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将成为汽车行业的新趋势。预计未

来几年内，L3 级别以上的自动驾驶汽车将逐步进入市场。

共享经济对汽车行业的影响：共享汽车和出行服务的兴起

将改变消费者的购车习惯，可能会降低私家车的需求，但同时

也会推动汽车行业的服务模式创新。

国际市场竞争加剧：随着中国汽车企业国际化步伐的加快，

国际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中国汽车企业需要提升自身的国际

竞争力，特别是在品牌、技术和服务方面。

8.2 策略建议
加强技术创新：企业应加大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

和自动驾驶技术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优化产品结构：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推

出更多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化汽车产品。

提升品牌影响力：企业应加强品牌建设，提升品牌知名度

和忠诚度，通过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拓展国际市场：企业应积极拓展国际市场，通过设立海外

生产基地、参与国际展会等方式，提升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加强售后服务：企业应重视售后服务，提供高质量的售后

服务，增强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9 结论

通过对 2019 至 2023 年中国汽车行业竞争力的动态跟踪分

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汽车行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中国汽车行

业不仅在市场规模上位居全球首位，而且在技术创新和品牌建

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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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引擎：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

速发展，为中国汽车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和竞争优势。

技术创新是提升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创新，尤其是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是提升中国汽车行业竞争力的关键

因素。

国际市场拓展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国际化步伐的

加快，中国汽车企业需要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积极拓展国

际市场。

通过本研究，我们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了策略建议，

旨在促进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并在全球市场中占据更加

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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