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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汽年零部件产业竞争力提升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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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汽车零部件产业是湖北省的主要产业之一，通过提升竞争力来促进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湖北省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全面了解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基于 SWOT 方法分析了

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并针对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竞争力提升提出组建产业联盟、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强产业并购与整合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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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7年为止，我国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 9年全球第一。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整车销售市场，随着近年来整车进入普通

百姓家庭，我国汽车保有量逐年大幅攀升，对售后服务形成了巨大的需求。汽车消费、保有量、服务需求的大幅增长，对世界

零部件跨国企业带来巨大吸引力。随着国外企业涌入国内市场，国内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给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带来巨大的压

力，也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竞争力提升提出了挑战。湖北省将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主要产业之一，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对湖北省

经济和社会影响深远。在此背景下，本文在调研的基础上分析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梳理湖北省汽车

零部件产业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给出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政策建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湖北省将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十三五”期间的主攻方向，重点发展武汉、十堰--襄阳--随州、荆州--荆门--宜昌汽车零

部件产业，推动这些地区形成汽车零部件产业的聚集区。目前湖北汽车零部件产业以武汉市为中心，形成了武汉、襄阳、十堰、

随州四大整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宜昌、荆州、荆门、黄石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从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主

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系统配套与模块化供应不足。从世界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整车厂商面向全球进行采购，并改变了零部件

的采购策略，从过去的单个零部件采购发展为对零部件进行系统采购，要求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对零部件进行集成并形成模块

化供应。这就要求零部件企业投入人力、物力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研发。未来那些没有形成系统和模块化生产的企业将被被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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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或者被一级配套企业整合，市场将向具有模块化供应能力的一级企业集中。从湖北省汽车零部件的现状来看，具有一级配套

供应能力的企业较少，集成生产能力不足。 

（2）抗风险能力不足。湖北省零部件产业虽然规模较大，但产业中单个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在投资力度、技术水平方面

均相对落后，而且生产的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具有技术含量的产品较少，具有自主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产品不足，因此在

对整车供应中并不占优势，这将导致企业利润被挤压，由此影响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抗风险能力。 

（3）产能过剩，内部竞争严重。在湖北省加速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的过程中，各地均将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支柱产业进行

重点发展，但行业整体缺乏统筹协调和超前统一规划，因此各自为战现象较为明显，未形成错位竞争格局，在招商、融资、销

售等各方面形成严重的内部消耗与内部竞争状态，也造成了产能过剩现象。 

(4)创新驱动效应偏低，自主研发能力有待加强。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了很多仅有组装生产功能而无研发能力的零部

件企业，但技术研发能力强、营业规模超 10亿元级的龙头企业还很少。另外，还缺乏汽车零部件方面的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导

致整体创新驱动效应明显不足，汽车零部件技术研发、检验检测、产业孵化等公共配套服务缺乏，无法有效促进整体汽车零部

件技术和生产工艺的提升。 

2 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的 SWOT 分析 

SWOT指的是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以下对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进行 SWOT分析，以全面了解和评价其竞争力状况。 

（1）优势(S)。①产业规模显著增长。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新增企业数量逐年增多，企业合作生产、配套生产、集成生

产能力显著提高。②产业集群初具规模。产业集群化程度提高，产业链逐步完善。③品牌构建初显成效。经过多年发展，湖北

省汽车零部件产业拥有了省级、国家级知名企业，具备了一定的品牌效应，有利于带动一批企业做大做强。④市场潜力仍然较

大。虽然整车销售趋缓，但绝对销售量依然较大，市场潜力依然不小。另外，整车巨大的保有量，意味着维修和售后服务市场

仍然具有较大潜力。⑤人力成本相对较低。湖北省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虽然近年来人力成本上升较快，

但与发达国家和我国东部地区相比，人力成本依然具有一定优势。 

（2）劣势(W)。①产业集中度较低。湖北省零部件产业中单个企业规模较小，产业集中度较低，很难形成“小总成”、“大

总成”向一级成套企业供货。②产品技术含量低。企业创新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产品较多，高技术含量的关

键零部件基本要受到外资企业的控制，企业整体利润率处于下滑态势。③模块化生产能力不足。湖北省大多数中小型零部件企

业由于技术、设备、销售等原因，还不具备集成化配套生产能力，从整个汽车产业链来看，其系统化、模块化生产能力不够。

④顶端企业缺乏足够的话语权。湖北省处于产业链顶端的系统集成企业规模不够大，部分企业在国内虽有一定知名度，但产品

较为单一、科技含量不够高，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够强。 

（3）机遇(O)。①政府支持。湖北省将汽车零部件产业作为十三五期间的主攻方向，政府的支持必将对该产业的长期健康

发展形成支撑。②零部件产业发展滞后于整车发展水平。我国整车生产和研发领先于零部件产业，因此零部件产业在产品规模、

技术含量、产品开发等各方面于整车生产还存在较大差距，未来具有较大发展空间。③整车向节能环保转型。国家鼓励整车企

业向新型节能环保产品转型，对后发企业带来赶超的机会，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还远未达到成熟期，转型相对容易，也带来

战略转型的机遇。④全球汽车产业洗牌。欧美发达国家汽车厂商相继出现倒闭或经营困难，中国等新兴市场则成为转移投资的

首选之地，这给湖北省带来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入机会。⑤我国产业转移。随着国家政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集中在长三角、

珠三角和东北地区的汽车零部件产业，有向生产要素丰富的中西部转移的需求，给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带来机遇。 

(4)挑战(T)。①跨国企业的挤压。近年来，外资在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已占 60%的份额，外资资本渗透已经从大型企业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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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同时外国企业居于技术垄断地位，都对湖北省自主品牌发展形成挑战。②整车销售增速趋缓。整车生产与销售处于

汽车产业终端，近年来汽车整车销售量趋缓，也对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带来挑战。③区域竞争压力加大。我国汽车零部

件产业已形成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湖北地区、中西部地区等五大产业区，区域之间竞争压力加大，对湖北

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带来挑战。④成本上涨，利润下滑。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融资成本上升、整车利润

下滑都对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利润空间形成挤压，对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生产与研发带来挑战。⑤节能环保要求提高。国家

节能、环保、安全法规等方面要求日益严格，导致整车企业对配套采购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给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企业带来质量

和技术提升的巨大挑战。 

3 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建议 

3.1组建产业联盟 

通过政府引导、产业协会协助、龙头企业带领，组建若干产业联盟，对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

可以避免激烈的内部竞争。二是可以抱团一致对外，争取话语权和定价权。三是可以提升技术创新实力。四是可以共享资源，

比如人才资源;五是可以形成较为强大的产业龙头，引领产业发展。 

3.2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在于提升技术水平和提高产品研发能力，应紧跟汽车零部件产业技术前沿，按照“归

类聚合、高新准入、短板先行、扩大规模”的指导思想，加快设备技术和企业管理的改迨升级，通过存量升级提高自主技术创

新能力，通过增量升级发展产业集群。 

3.3加强产业并购与整合 

湖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存在规模较小、分布较散、内部竞争等问题，应加快产业并购与整合，将产业做大做强。一是在产

业的地域分布方面做好规划。二是发展错位竞争。三是加强产业的纵向与横向整合。四是对产业链优胜劣汰并加强产业龙头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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