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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汽车产业链链环打造问题探析 

王小冬 

（武汉市江岸区政府，湖北 武汉 430010） 

【摘 要】本文对湖北省汽车产业发展及汽车产业链链环打造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阻碍该产业链

打造的深层次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汽车产业；链环脱节；产业链重塑 

一、背景分析 

1、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针对中部地区的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2006 年4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

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六省快速发展。从经济总量看，2005—2010 年，中部人均GDP 年

均增幅超过13.5%，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进出口商品总额年平均增长31.5%，各省对外贸易年均增速大大高于同期

全省生产总值增速。湖北省也在国家推行中部崛起战略的过程中积极实行“支点战略、跨越发展”的区位战略，与周边地区共

促发展。从统计数据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和外贸“三驾马车”同向拉动湖北省经济增长。湖北省汽车产业发展就处

在这样一个中部崛起的战略大背景下。由此可知，湖北省汽车产业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大好时机。 

2、相关大型央企扎根湖北 

中部崛起战略为中部带来了政策上的优惠，为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政策倾斜的诱导和中部巨大的市场潜力，吸

引了诸多大型企业扎根湖北，其中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型央企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兵器装备集团、中国国电集团等。而就

湖北省汽车产业而言，上游供应商有武钢等大型的钢铁集团，制造商有东风等在全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集团公司。武钢、东风

等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都已经在湖北地区扎根，这就为湖北省本土汽车产业链链环打造提供了条件和依托。 

3、湖北省辐射全国的区位优势 

湖北省历来有九省通衢之地的称号，今日的湖北，“铁水公空”四大运输体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个内畅外联、接南

纳北、承东启西的现代交通网络正在构架中。这样一种辐射全国的区位优势，为湖北省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也

为湖北省汽车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更好的商业环境。 

二、问题分析 

1、原材料与最终产品链环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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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既有武钢这样的大型钢铁企业提供汽车生产原材料，也驻扎了众多实力强劲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例如神龙汽车襄樊

零部件工厂、法雷奥汽车空调、荆州恒隆、湖北法雷奥车灯等，同时还有以东风和神龙为领头羊的众多实力雄厚的汽车制造企

业，且近年来湖北新增了许多汽车合资企业。然而，原材料与最终产品之间的汽车零配件，尤其是关键零配件却长期受制于人。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当今世界先进水平的炼铁、炼钢、轧钢等完整的钢铁生产工艺流程，形成了以冷轧硅钢片、汽

车板、高性能工程结构用钢、精品长材四大战略产品为重点的一批名牌产品，同时武钢具有遍布全国和销往海外的销售网络。

但是随着最近几年钢铁行业的不景气，武钢的发展也面临着成本过高、库存过多、人员闲置的情况。而对于像东风这样的汽车

制造商来说，综合成本上涨必然挤压其利润空间。因此，寻求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尽量降低原材料成本是东风取得更大发展

的突破口。武钢和东风两家同为央企，长久以来一直有一定的合作，但是没有形成资源、技术的共享，大幅提升东风与武钢在

产业中的竞争力，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性合作。从根本上说，这是湖北省汽车产业在原材料与最终产品链环上的脱节。 

2、相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我国虽然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但离汽车强国仍有较大的差距。无论是在汽车核心技术的掌握，还是在品牌影响力上，

我国本土企业仍缺乏竞争力。多数是运用外资企业引进的技术，产、学、研之间缺乏科技创新的分工与合作。虽然湖北省是高

校人才的云集之地，各大汽车企业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但是大专院校重基础研究，企业单位重应用研究，且研发投入

不足，都使湖北省汽车产业内的技术研发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导致湖北省汽车产业链上的研发环节受制于人，以

致于相关核心技术缺乏，未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及强有力的竞争力。 

三、成因分析 

1、汽车产业发展战略重点不够明晰 

湖北省汽车产业从武汉经随州、襄樊、最后到达十堰的“千里走廊”中各个部分分工不同，包括汽车制造和零部件制造，

但在产业链上合作不是很紧密，没有形成明显的战略重点。其中武汉的战略地位略高于其他几个地区，武汉的汽车产业主要是

东风和神龙在带动，龙头“东风”的企业战略定位是实现三级跳，在湖北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实现了前面的两级跳，而东风

第三跳即从武汉跳到长三角、珠三角的战略脱离了湖北经济发展，使得湖北省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重点变得飘忽不定。 

2、各级国资之间互动不够 

我国国有企业的高管人事大权掌握在组织部门手中，投资由发改委决定，收益及并购归国资或财政部门管理等等。因为是

多头管理，所以国企的管理效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国资跨层级融合难度较大。虽然，2006 年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公布《地

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指导监督暂行办法》，规定了指导监督的范围。但是这种指导监督的关系使得中央国资委和地方国资委属

于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不能很好的互动。这一现状也导致了湖北省国资委监管的国有汽车企业与中央国资委监管的大型汽车生

产制造企业互动不足，制约了湖北省汽车产业的发展。同样，武钢与东风之间的战略合作不够，未能形成有效的供应链上的协

同合作、技术共享，这也掣肘了湖北省汽车产业的发展。 

3、中央国资与民营资本联系不密 

近日，国资委发布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14 条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

资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但实际情况是，国有资产与民营资本的合作依然处于不充分阶段，很多产业仍然是民营资本的禁区。

汽车产业的发展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国除了少数汽车企业如比亚迪等为私人企业之外，其他大多是国有企业，或是国有

控股的合资企业。湖北省的几家龙头汽车企业也大多是国有出资企业，没有充分的吸纳使用及经营效率较高的民营资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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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有出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创新的动力，从而制约了核心技术的创新。 

四、对策分析 

1、制定汽车产业链重塑战略 

汽车产业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由于分工导致的差异化和隔离，致使供应商与整车生产商不能进行很好的合作，增加了运营成

本。要解决这些因合作不充分而增加的成本和减少的销售收入，就要重塑汽车产业链，并制定相应的重塑战略。从供应链的角

度分析，主要是与供应商建立更加稳定和全面的合作体系，达到供应链的连通，重塑产业链。正如前面提到的，核心技术是湖

北省汽车产业发展的掣肘，而如果实现了像武钢这种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与东风这种具有制造能力的制造企业的合作，将推动

湖北省汽车产业链的全面提升。武钢与东风应率领湖北省其他汽车企业就关键零配件及关键技术进行联合攻关，突破湖北省汽

车关键零配件的瓶颈制约，实现湖北省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再造一个千亿级的产业。通过以上努力，不但尝试和完善，最

终实现重塑湖北省汽车产业链的目的。 

2、搭建汽车产业链发展平台 

由于产业的特殊性，汽车企业对产业链协作有着迫切的需求。但是大多数汽车企业没有能力独立开发和维护汽车产业链协

作发展平台。这就要求产业内齐心协力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使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能够更好的协作。在这个平台上，汽车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发布一些产业消息和企业的一些发展动态，实现信息共享，为汽车制造企业发现战略合作伙伴提供平台支持。

武钢及东风等企业应联手建立上述平台，吸引湖北省其他相关企业参与，推动湖北省汽车产业链的深度合作。 

3、促进各类资本的融合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湖北省汽车产业存在着各级国资互动不足，中央国资和民营资本互动不足的问题，这一

问题也是湖北省汽车产业链各环节之间不能充分合作和不能进行很好的核心技术研发的原因之一。武钢、东风作为湖北省的中

央国资控制的特大型企业，应与湖北省及地市国资加强合作，促进中央国资、地方国资及民营资本的股权融合，共同出资组建

关键汽车零配件企业，将国有企业的政策优势及民营企业的机制优势充分结合起来。未来构建的汽车零配件企业决不能只满足

于湖北省内的自给自足，而是要立足湖北，辐射全国。最终的目的是打造世界一流的汽车零配件企业集群，形成国际竞争力。 

汽车产业以实业为主，金融资本发展有待完善，因此应该加强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使各类资本成为汽车产业发展

的内助力。此外，要以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企业“新三板”上市为契机、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为导向，借助金融资本，培育

并壮大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新技术汽车企业群，为湖北省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发展做好谋划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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