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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汽车正从“走出去”到“走上去 ”转变。2021 年后， 中国汽车迈入出口 

“高光期 ”，2023 年汽车出口 491 万辆，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 

国。三大因素驱使中国车企“走出去 ”：一是汽车内需市场存量博弈，价格战愈 

演愈烈；二是新冠疫情和地缘冲突迫使国际车企收缩版图，中国品牌迅速补位； 

三是中国汽车的产品力和品牌力已经得到大幅提升。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的产业 

升级和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将驱动中国汽车从“走出去”向“走上去”转变。

.  “质价比”和“新品类”助力中国车企海外市场持续突破。整车出口、散件出 

口、品牌收并购及零基础投资是典型的出海模式。复盘丰田的全球化历程，其经 

历了典型的从整车出口到制造出海再到技术及产业链出海的完整转型，而“性价 

比 ”和“新技术 ”正是丰田公司实现全球化布局的关键路径。与丰田全球化类 

似，我们认为在燃油车方面中国车企作为跟随者通过“质价比 ”优势获取海外市 

场；而在新能源尤其是插电混动这一“新品类 ”车型方面， 自主车企可作为技术 

引领者实现量利突破。

.  中国汽车的海外市场究竟在哪里？从市场规模角度看，全球主要汽车消费国家/ 

市场可从 200 多个国家/地区收敛至最重要的 30 个，合计占到全球 90%以上的市 

场份额。因此，对这 30 个国家/地区进行分析，便可找到中国自主车企的目标市 

场。综合市场容量、竞争格局、本土品牌份额、关税政策来看，中国车企进入海 

外市场由易到难依次是俄罗斯&澳新＜东南亚/拉美＜中东&南非＜西欧＜日韩& 

北美。

.  逆全球化背景下从“ 出口”到“ 出海”大势所趋。在出口数量不断创新高的同 

时，中国汽车产业出口形势也逐渐步入“深水区 ”，所面临的挑战也逐步显现。我 

们认为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汽车从“整车出口 ”到“价值链全面出海 ”是必 

然趋势。一是产能出海是中国车企应对贸易壁垒的必然选择；二是中国汽车产业 

升级必将催生出海新模式；三是中国整车与零部件正在形成“抱团出海 ”的协同 

效应以实现双赢；四是中资金融机构将提供有力的汽车金融服务助力车企全球化 

布局。

.  风险提示。一是关注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风险；二是关注汇率及运力价格波动 

风险；三是关注海外竞争加剧的风险；四是关注海外认证标准风险；五是关注反 

洗钱/制裁合规风险。（本部分有删减，招商银行各行部如需报告原文，请参照首 

页方式联系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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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升级助力中国汽车从“走出去”到“走上去”

1.1 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从昨天的模仿引进到今天的自主创新，再到明天的扬帆出海，中国汽车工 

业取得突破性进展。借助合资模式，中国汽车实现了产销量的飞跃，2009 年 

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产销国，并连续 14 年蝉联全球汽车产销第 

一。自主品牌战略性抓住了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助力中国汽车工 

业实现了质的提升，2015 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产销国，并连续 

9 年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中国汽车工业 

也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汽车出口量在近 4 年完成三次超越，2023 年中 

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复盘中国汽车工业的出海历史，我们 

认为以 100 万和200 万辆为临界点，可分为发展期（2000-2011年）、震荡期 

（2012-2020 年）和爆发期（2021年至今）三个阶段。

图 1：中国汽车出海之路历经三个阶段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汽协、招商银行研究院

发展期（2000-2011年） ：总量始终低于 100 万辆， 以主打性价比的紧凑 

型车为主，主要聚焦欠发达市场。2001 年中国加入 WTO，奇瑞、吉利、长城 

等自主车企拉开国车出海的序幕，中国汽车出口量从 2001 年的 2 万辆增长至 

2011 年的 85 万辆，10 年间增长超 40 倍。在这一阶段，中国汽车出口的目的 

地主要是欠发达地区，主要车型是主打性价比的紧凑车型，总量始终无法突破 

100 万辆。

震荡期（2012-2020 年）：总量在 100 万辆附近波动，SUV 车型出口占比 

提升，还是聚焦在发展中国家市场。2012 年中国汽车出口突破 100 万辆，但 



从 2013 年开始汽车出口量并没有进一步突破，一是由于部分新兴经济体

（如 伊朗和俄罗斯）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政治因素变差，汽车需求减少；二是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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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升值影响了出口汽车的经济性；三是海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2010 年日 

本汽车出海步入收获期，而日本出海车型以紧凑型和 SUV 为主，与中国汽车 

高度重合且产品力更强。

爆发期（2021 年至今）：总量突破 200 万辆以上，油车电车同步爆发，发 

达国家市场获得突破。新冠疫情冲击海外供应链叠加特斯拉国产，中国乘用车 

出口实现绝对量和单价的显著提升。2021 年国车迈入出口“高光期 ”，全年 

出口超 200 万至 201.5 万辆，同比增长超一倍。据中汽协数据，2023 年中国实 

现汽车出口 491 万辆，正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1.2 三大因素驱使中国车企“走出去”

一是汽车内需市场存量博弈，价格战愈演愈烈。2017 年后，中国汽车国 

内销量连续 5 年呈现负增长，内需市场步入“存量时代 ”，预计我国新车销售 

将进入“短期波动、中长期向上 ”的阶段，年均增长 2~3%。此外，2023 年初 

由湖北省引发的汽车降价潮迅速蔓延至其余地方和车企，约 40 多个品牌通过 

直接降价或抵现补贴等方式纷纷加入价格战和补贴潮，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终 

端销售均价在年内分别下降 14.8%和 13.3%。在此背景下， 自主车企加快海外 

布局，寻求汽车出海增量。

图 2：中国汽车内需步入“存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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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汽协、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3 ：2023 年中国乘用车市场终端均价（万元）

 新能源车       燃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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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研究院、招商银行研究院

二是国际车企收缩版图， 自主车企迅速补缺。2020 年全球汽车供应链受 

疫情影响，全球汽车供给下降，据 Auto Forecast Solutions 预测，2021 年全球 

因芯片短缺导致汽车减产超 1000 万辆，而中国受影响较小。此外，俄乌冲突 

后许多国际车企纷纷撤出俄罗斯市场，而俄罗斯自身孱弱的汽车工业根本无法 

满足本国市场需求。而自主车企从中国加入 WTO 以来经历 20 年海外布局， 

已经基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海外体系。截至 2023 年底， 自主车企出口已遍布 

0%

-1.3%
-0.5% 6.



六大洲，超 100 个国家和地区，上汽/奇瑞在海外门店超 1000 家， 自主

车企能 迅速填补国际车企业务收缩后留下的市场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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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中国因缺芯导致的汽车减产量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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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uto Forecast Solutions、招商银行研究院

三是中国汽车的产品力和品牌力已得到大幅提升。燃油车方面，2015 年 

后自主车企在发动机、变速箱上技术进步明显，产品力差距相对海外车型有明 

显收窄。2018 年， 国产的奇瑞 1.6T/长安 1.4T/吉利 2.0T 等发动机已经接近大 

众/PSA 同级别发动机。2020 年后，比亚迪、一汽、东风、长安等自主车企推 

出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的热效率已经完成对外资车企的超越。电动车方面， 自主 

车企纷纷推出纯电动平台，在三电系统、智能化配置中具备创新实力； 自主车 

企凭借热效率领先的发动机纷纷推出插电混动和增程车型，“可油可电 ”的产 

品特性激发了用户的购车需求。反观大部分外资车企，仍以油改电车型为主， 

并不能体现出电车强性能、高度智能化的特性。同时，与同级别燃油车相比， 

外资电车售价较高，性价比较低。品质方面， 自主品牌汽车产品品质已有较大 

进步。据 JD Power 数据，自主品牌乘用车每百辆车的故障数量已接近合资。

图 5： 自主品牌发动机热效率高于合资           
图 6： 自主品牌每百辆车故障数已经接近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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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 KR20DDT 2.0T 发动机 

本田地球梦 2.0L 混动发动机 

丰田 Dynamic Force...

广汽 2.0ATK 发动机 

马自达 SKYACTIV-X 2.0L 发动机 

上汽荣威全新 DMH 混动发动机 

吉利雷神电混发动机 BHE 15Plus 
长安蓝鲸 2.0T 发动机

奇瑞鲲鹏 1.5T... 
东风马赫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 

一汽红旗 15TD 混动发动机

比亚迪第五代 DM 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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