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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摘要： 

价值体系重塑 

主要矛盾：汽车产业供给侧改革不足难以满足消费者定制化需求成为现阶段汽

车行业主要矛盾。 

汽车行业价值体系的六大重塑： 

①供应链：供应链韧性增强优于效率提升，灵活抗压成为关键。 

②价值链：价值链从单向链式向三角闭环转移，用户成为变革核心。 

③市场结构：新能源汽车正在重塑汽车产品结构，原有利润池向知识密集型产

业发生转移。 

④竞争格局：行业竞争面临从竞争对手到主体、要素和阵地的结构性扩张。 

⑤产品定义：汽车属性发生转移，软件定义汽车时代下更应增强国家战略层面

的忧患意识。 

⑥交通体系：交通关键要素从相对独立发展向一体化融合转变 。 

数字化转型 

底层逻辑：在产业内部价值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和产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

情况下，为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维持可持续高增长的系统性业务变革。 

价值体系重塑下的数字化转型： 

①研发端：全流程协同研发助力企业缩短决策链，实现研发流程变革。 

②生产端：全链路智能制造方案成效显著，部分核心问题仍有待解决。 

③营销端：全场景营销助力挖掘用户生命周期中的长期价值。 

④运营端：以数据作为核心资产，以服务客户为关键驱动的端到端企业级数字

化决策平台。 

⑤架构端：功能域集成势头正盛，中央计算单元将满足未来智能化趋势。 



⑥通信端：在 5G-A 通感一体化趋势下，汽车向移动智能终端持续演进。 

 

汽车行业价值体系重塑的国际影响因素 

新格局下，全球化扩张和回潮的天平逐渐向后者倾斜 

在新冠疫情导火索的影响下，全球价值链格局变革直接影响我国汽车

行业的价值链重塑。在【经济层面】，全球劳动力套利机会下降和多

边贸易成本上升，导致跨国企业价值链向母国回流趋势显著。全球价

值链向区域化集中，致使我国汽车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的难度增

大。在【政治层面】，部分经济体的全球化政治基础在疫情间逐渐动

摇，开放性的产业政策出现了显著的紧缩效应，导致汽车行业核心生

产要素在我国流动性降低，增加了我国汽车行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

难度。在【技术层面】，数字化技术提升生产效率，降低人工依赖；

同时智能化、新能源的发展将核心价值集中在少数知识密集型部件

上。在全球汽车产业回迁母国的趋势下，对于我国汽车行业核心部件

自主可控的要求迫不及待。因此，在全球格局的变革下，我国急需调

整汽车行业价值体系，以可持续的方式嵌入全球的合作和竞争当中。 



 
中国汽车行业价值体系重塑的底层逻辑 

现阶段主要矛盾下，汽车行业为夺取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 

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汽车行业率先作为，但产业供给侧改革仍

然处在浅水区，难以满足消费者定制化需求。上游供给侧不确定性逐

渐上升，产业分工逻辑转向安全和韧性；下游用户对汽车消费需求和

审美理解存在不同程度提升，更加要求车辆的定制化和个性化程度，

迫使车企从围绕成本向围绕用户转变。同时，我国智慧交通体系的变

局正在酝酿，主机厂也将不同程度的成为变革的助推者。在此趋势

下，在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中获取确定性的生存空间和可持续性的竞

争力成为汽车行业的必修课，一场深入而持久的价值链重塑就此展

开。 



 
后疫情时代下的供应链重塑 

供应链韧性增强优于效率提升，灵活抗压成为关键 

汽车行业绵密的供应链体系在疫情和逆全球化思潮等因素影响下饱受

断链影响。产业分工的安全逻辑阶段性压倒经济逻辑，韧性替代效率

成为供应链关键考量因素。伴随全球价值链扩张趋势的放缓，新型供

应链体系朝向短链化、本土化、内部化和透明化发展的势头显著，意

味着跨国公司或将更加靠近甚而直接回流至母国，降低我国在全球汽

车价值链上获取价值的可行性。为此，我国汽车行业急需重视数字化

建设以加强对上游核心资源的掌控力度、关键库存水平和多级供应商

透明度，以应对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断链冲击，同时在市场和成本的引

导下寻求更加灵活和抗压的生存方式。 



 
以用户为核心的价值链重塑 

汽车行业传统价值链发生串联，用户成为变革核心 

用户购车思维逻辑的转变导致汽车行业开始认真思考用户诉求，原有

以大批量生产为核心的传统价值链向以用户为核心的三角闭环模式转

变。在三角闭环模式中，【研发环节】更加注重敏捷开发、快速迭

代、数字化设计和虚拟验证；【生产环节】更加注重透明、敏捷、智

能、高效；【营销环节】更加注重粘性管理、个性化服务和用户全生

命周期运营。因此，研发、生产、营销和用户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双

向关系，背后不仅意味着数据、信息从研发端至消费端的横向拉通，

也意味着百年汽车工业形成的价值逻辑发生转移。 



 
双碳目标下的市场结构重塑 

绿色经济致使汽车行业产品结构加速向新能源变革 

“双碳”目标和降低石油对外依赖程度使汽车行业肩负着转型升级的重

大使命，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正在重塑汽车产品结构，正

式成为汽车行业的第二增长曲线。三电系统、半导体和操作系统等知

识密集型部件将在价值链的收益体系中代替传统“三大件”占据价值链

上游主导地位，从而产业链利润池将同步发生转移。同时，重知识型

的新能源主机厂逐渐将核心研发活动内部化以便应对全球化的回潮和

市场失灵的风险，打造自主可控的核心能力，提升国际市场话语权。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在芯片短缺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挑战中平

稳运行，坚持纯电驱动的战略取向将助力 2060年我国碳中和目标的

实现。 



 
结构性转变下的竞争格局重塑 

行业竞争面临从竞争对手到主体、要素和阵地的结构性扩张 

过去，部分合资企业仅依靠合作导入即可占据一定市场份额，一定程

度上忽略了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导致自主创新能力相对匮乏，产业竞

争结构扭曲，此段历史已成为汽车行业的新愁旧憾。目前，汽车行业

正在面临从竞争对手到竞争主体、竞争要素和竞争阵地的全面扩张。

同时，特斯拉的入华给国内汽车行业带来颠覆性认知，新势力企业给

传统自主品牌不断造成冲击，以 BATH、小米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通

信企业不断入局，导致我国汽车行业优胜劣汰愈加明显。然而人工智

能、新能源等要素也给我国汽车行业带来了新的可能，在建立更符合

全球分工的“走出去”框架下，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我国汽车产业核心

优势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前提。 



 
国家战略牵引下的产品定义重塑 

软件定义汽车时代下更应增强国家战略层面的忧患意识 

随着消费者心智的成熟和观念的转变，消费者对于汽车的考量从产品

本身转向体验、服务等维度。传统车企曾坚守的价值底线也随消费者

变化而发生转移，迫使原本擅长硬件整合的主机厂向软件和服务延

伸，造就了软件价值维度的上升。然而，核心车载软件和工业软件能

力的匮乏大大降低了我国在国际汽车工业体系中的韧性和抗打击性，

重要的是基础软件领域并不存在“弯道超车”。因此我国汽车行业仍需

直面应对软件定义汽车过程中的挑战，以此平抑国际秩序下的可能性

冲击和波动。 



 
技术加持下的交通体系重塑 

交通关键要素从相对独立发展向一体化融合转变 

车路协同已成为数字交通发展的中国方案，正在逐渐与自动驾驶/单车

智能形成互补。原本相对独立运行的人、车、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

据、通信等技术的加持，在朝向全场景自动驾驶、交通设施数字感

知、信息网络全面覆盖等目标发展的道路中展现出乘数效应。在汽车

行业发展的过程中，车辆与道路之间的连接逐渐清晰。未来主机厂有

望深度融入建设全要素、全周期数字化，天地一体的交通控制网的过

程当中，对于数字交通体系的建设起到关键作用。 



 

不确定性环境下主机厂对于成本、效率和韧性的持续追求 

动等多重超预期因素形成共振，无疑再次加大下行压力。在不确定性

加剧的环境中，主机厂开始考量如何保持自身竞争力。【产业链】

中，主机厂难以享受上游定价权和下游核心利润，因此逐渐开始对上

下游资源进行整合，重夺产业话语权。【供应链】中，主机厂不再依

赖单一供应商，逐渐对核心零部件进行多供应商备选和国产替代。

【价值链】中，主机厂需打破传统业务上的隔阂，从而加快内部决策

和研发周期。然而，价值体系的重塑漫长且艰辛，在过程中把控成

本、效率和韧性之间的平衡成为汽车行业在思考未来道路上需纳入的

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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