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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加强沪甬 

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汪东芳
1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进入实质性全面深化阶段。《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长三角制造

业协同发展，围绕汽车等十大领域，强化区域优势产业协作，形成若干世界级制造业集群。汽车产业具有产业链长、

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就业面广、规模效益显著、资金和技术密集等特征，是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重要力量，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支撑，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已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2020年新冠疫情在海内外的爆发，不仅对本就处于下滑态势的汽车销售市场带来较大冲击，其导致的全球汽车

制造业供应链断供危机也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与此同时，我国汽车行业正加速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汽车的“新

四化”12发展趋势驱动汽车零部件附加值提升，汽车的电子架构改变导致整车产品的重心上移至核心控制单元，将

打破原有软硬件一体打包的供应链格局，加剧汽车供应链的分化、竞争和整合。 

目前，长三角龙头城市上海与长三角核心城市宁波，均以汽车为支柱产业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是长三角

发展汽车制造业的主要力量。面对疫情、行业竞争和产业链重构的多因素叠加，把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围绕

建设世界级汽车制造业集群的目标，聚焦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技术攻关、传统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加强沪

甬产业合作，协同推进整合长三角汽车产业资源，有利于提升沪甬及长三角汽车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推动实现

沪甬及长三角汽车产业链本地化、协同化、高端化发展目标。 

一、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加强沪甬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意义 

一是推进“六稳”“六保”，建设汽车强国，坚定汽车产业发展信心的客观需要。汽车产业是国家、长三角和沪甬的重要

支柱产业，尽管 2018 年起中国汽车产销量经历 28 年来首次年度下滑，但随着汽车“新四化”的发展趋势和新基建的加快，汽

车制造产业也向高端制造和新兴产业方向转型。 

汽车成为智能网联的移动空间，是未来智慧城市、智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引起汽车产业的生产和消费革命，促进

企业的重新洗牌，品牌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会产生新的增长点，汽车产业将焕发新生。 

沪甬汽车产业协同发展，有利于推进“十四五”期间区域汽车产业的将转型变革、区域汽车产业链的重塑，重振区域汽车

产业发展的信心。 

二是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和城市群，深入贯彻国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客观需要。沪甬是长

三角汽车产业的核心和重点城市，沪甬汽车产业协同发展，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化要素，打响“上海制造”“宁波制造”品牌，

推进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和汽车生产中心建设，带动宁波都市圈、上海大都市圈、环杭州湾经济区、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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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产业协同发展与国家重大战略有效衔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三是应对国际贸易形势和全球疫情影响新挑战，发挥沪甬产业链协同示范作用，提高区域汽车产业能级和韧性的客观需要。

2019 年上海、宁波汽车规上工业总产值分别达到 6409.6 亿元、2516.5 亿元，作为以汽车为支柱产业的打造万亿级汽车产业集

群的两大城市，沪甬汽车产业链各有侧重和优势特点，两地产业协同拥有广阔的拓展空间和难得的合作机遇。 

同时，在共同面临汽车产业下行趋势、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及“逆全球化”“去中国化”风向抬头的压力下，两地汽车

产业发展都遇到了瓶颈和问题，也迫切需要通过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多链并进，以期提升

沪甬及长三角产业能级和产业韧性，实现共赢。 

二、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沪甬汽车产业发展特点及产业链布局比较 

长三角作为国内六大汽车产业集群 13之一，汽车产业集中程度国内领先，竞合特征明显，以上海为核心，三省一市形成了成

熟的整车带动零部件的生产体系和过硬的综合竞争力。 

2019 年，长三角汽车产量达到 534.4 万辆，占全国汽车总产量的 20.8%,其中上海 274.9 万辆,江苏 82.8 万辆，浙江 99.1

万辆，安徽 77.6万辆。 

2018 年，长三角汽车制造业规上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的 28.9%,利润率达到 9.4%,高于全国 2.1 个百分点。长三角汽车制造

业呈现“一心三带两极”的集聚特征：“一心”是以上海为核心，“三带”指“上海一苏州一无锡一常州一镇江”沿江产业集

聚带、“扬州一南京一马鞍山一芜湖”沿江产业集聚带、“杭州一宁波一温州”沿海产业集聚带，“两极”指合肥市、盐城市

（见表 1、图 1）。 

 

                                                        
31国内六大汽车产业集群包括:长三角集群、珠三角集群、京津冀集群、中三角集群、成渝西部集群、东北集群。 



 

 3 

来源：根据赛迪研究院图片整理。 

图 1长三角汽车产业链地图 

表 1 2018年长三角汽车制造业发展情况 

指标 

规上主营 

业务收入 

（亿元） 

利润总额（亿

元） 

利润率 

（%） 

规上企业数 

（个） 

从业人数（万

人） 

整车产量（万

辆） 

上海市 8334.2 1077.68 12.90 一 25 297.76 

浙江省 5360.91 509.68 9.50 2129 46.83 119.22 

江苏省 7952.7 604.5 7.60 2188 46.9 121.89 

安徽省 2409.16 76.55 3.20 884 一 82.4 

长三角 24057 2268.4 9.40 621.3 一 一 

全国 83372.6 6091.3 7.30 2781.9 一 一 

长三角占全国比例 28.90% 37.20% 一 22.30% 一 一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9》及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各省市 2019年统计年鉴。 

根据上海市《上海市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提出“1+8”范围推进上海大都市圈建设，近

沪地区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嘉兴、舟山及湖州八大城市，根据各市 2019年统计年鉴汽车制造业产值数据，其

中宁波汽车产业规模为上述八大城市之首。 

作为全国的经济大市、制造强市、汽车主要生产基地，上海是长三角汽车产业核心城市，宁波是近沪地区 14汽车产业规模最

大的城市，随着通苏嘉甬铁路等交通建设，即将进入上海的“1小时交通圈”。 

2019年，沪甬 GDP在全国城市排名分列第 1位和第 12位，汽车产量总和占全国的 14%，占长三角的 67.3%；2018年，沪甬

汽车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之和占全国的 12.9%,占长三角的 44.7%（见表 2）。 

发挥沪甬汽车产业优势，强化产业链合作对接，带动汽车产业人才、技术、资金等资源要素流动，形成示范效应，能够有

效带动长三角汽车产业的协同发展。 

表 2 2019年沪甬汽车产业情况比较 

                                                        
41 2019年 5月，《宁波市“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力争到 2025年，在全市培育形成绿色石化、汽

车 2个世界级的万亿级产业集群，高端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软件与新兴服务 4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五千亿级产业集群，

关键基础件（元器件）、智能家电、时尚纺织服装、生物医药、文体用品、节能环保 6个国内领先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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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亿元，万辆） 

2019年 2018年 

全国 长三角 上海 宁波 全国 长三角 上海 宁波 

规上主营业务收入 80847 一 7923.4 一 83372.6 24057 8334.2 2423.8 

规上工业总产值 一 一 6409.6 2517 一 一 6679.4 2512.2 

汽车产量 2572 534.4 274.9 85 2781.9 621.3 297.8 80.3 

轿车产量 1023 一 162.0 一 1160.1 一 194.7 一 

新能源车产量 124.2 一 8.3 一 127 一 6.4 2.8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9》及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各省市 2019年统计年鉴。 

（一）宁波汽车产业发展特点及产业链布局 

宁波汽车产业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依托宁波民营经济和制造业发达的良好基础，先从汽车零部件开始，2000 年后引

入整车制造企业，汽车产业链比较完整，在全产业链中均有分布（见图 2）,凭借吉利、上汽大众等整车企业带动作用和汽车零

部件产品齐全的优势,2016年跃升为全市第一大产业。 

宁波汽车产业从块状经济起步,集聚效应突出，以宁波杭州湾、北仑为核心的整车生产基地，以邦州、宁海、象山、余姚、

慈溪等为核心的高端零部件发展区块，整体形成沿海、沿湾产业集聚格局（见图 3）。 

宁波正在积极推进“246”1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要将汽车产业打造成万亿级产业集群。2019年，宁波市汽车制造业完

成规上工业总产值达 2516.5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 635.8亿元，汽车产量达 85万辆；汽车制造业企业超过 4700家，其中规上

企业 711家，从业人员 15.8万人;拥有整车制造企业 12家。2018年，全市汽车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 4759个，从业人员 22.1

万。宁波汽车产业已占全省汽车产业的半壁江山，并在国内汽车产业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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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宁波汽车产业链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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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宁波汽车产业地图 

一是宁波汽车产业民营基因深厚、市场活力强，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宁波拥有深厚的商帮历史血脉，是改革开

放的先行地，也是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民营经济贡献了宁波六成多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提供了 85%的就业岗位；95%

的上市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是民营企业，95%的研发经费来自民营企业 1。 

作为民营经济大市，宁波市场主体突破 100万户，民营制造企业达到 12万家，拥有众多传承“敢闯天下路、敢为天下先、

敢争天下强”“爱乡、团结、勤奋、刻苦”宁波帮精神的优秀民营企业家，他们吃苦耐劳、务实低调、拼搏诚信，讲求“侠、

义、情、信”，发扬新一代甬商精神，推动了宁波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宁波汽车制造业企业基本都是民营企业，涌现了吉利、

华翔、均胜等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和李书福、周辞美、王剑峰等一大批优秀民营企业家。 

二是宁波汽车零部件产业发达、门类齐全，在车身附件、底盘件、汽车电机及电子电器细分领域优势突出。作为全国先进

制造业基地，宁波拥有雄厚的模具制造等基础，有中国模具之都、中国注塑机之都、中国紧固件之都、中国文具之都等 8 个特

色产业之都称号，拥有 39个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居全国城市首位，是“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 

扎实的制造业基础让宁波汽车零部件拥有齐全的种类，涵盖汽车动力、底盘、车身、电气设备等全部四大类，涉及汽车各

大总成及零部件，尤其在车身附件、底盘件、汽车电机及电子电器四大细分领域优势明显，拥有华翔、敏实、拓普、旭升、均

胜、舜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汽车零部件龙头企业和量大面广生产二、三级配套零部件的中小企业，奠定了宁波汽车产业的全国

地位。 

2020年 3月 29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宁波北仑大硬高端汽配模具园区，充分肯定了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鼓舞了

宁波中小汽配企业的信心。截至目前，宁波生产汽车零部件企业有 50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 740多家，26家海内外上市公司，

产值在 1亿元以上的企业有 200多家；宁波汽车零部件产业占据全市汽车产业三分之二产值 25。 

三是宁波整车制造特色鲜明、发展较快，形成“自主+高端”的整车制造基地。相比于上海、南京等地，宁波整车制造引进

时间较晚，全市汽车制造总产能在长三角地区并不突出，但宁波吉利和上海大众宁波分公司两大基地生产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围绕吉利和上海大众形成“自主+高端”整车制造特色。 

1999 年，宁波引入吉利汽车项目，经过十年发展，吉利已成为国内自主品牌产销量第一的汽车品牌和龙头企业，宁波吉利

汽车产销量占整个吉利集团产销量的三分之一，在宁波已有杭州湾新区、北仑、春晓、余姚等制造基地，吉利汽车研发中心、

吉利汽车集团总部、smart合资公司全球总部均已落户宁波杭州湾新区，宁波正成为吉利汽车在全球范围内唯一能提供从图纸到

生产再到整车试验一条龙服务的城市。 

2012 年，位于宁波杭州湾新区的上汽大众宁波分公司成立，以高端品牌生产基地为定位，目前是大众汽车国内在产车型最

多、附加值最高的工厂，工厂的总装车间是大众汽车集团自动化率最高的总装车间之一，也是大众集团工业 4.0 全球样板工厂

和标杆工厂，预计未来产值可达千亿级。 

四是宁波在汽车轻量化领域优势明显、强项突出，车用原材料基础扎实和模具加工能力强是有力支撑。轻量化是汽车发展

的重要趋势。汽车轻量化分金属轻量化和非金属轻量化两大领域，金属轻量化以铝合金、镁合金等压铸件制造为主，非金属轻

量化主要包括改性塑料、碳纤维等材料，主要应用于车身附件制造。 

                                                        
51数据来源：《宁波日报》2019年 11月 22日。 

2数据来源：宁波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协会（部分协会统计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未纳入到宁波市统计局汽车制造业企业数统计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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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是全国重要的石化、新材料产业基地，与长三角其他城市相比，汽车产业链向上游车用关键材料延伸更多，拥有镇海

炼化、万华化学等一批石化原料企业，在汽车用橡胶、车用胶粘剂、车用改性塑料、铝合金领域拥有台塑合成橡胶、顺泽橡胶、

拓普、旭升、爱科迪等一批重点企业。 

汽车轻量化发展上，镇海炼化等企业可以提供基础材料，金属轻量化主要有旭升、爱柯迪等企业，目前车架方面已与蔚来

汽车和特斯拉展开合作。同时，宁波模具产业基础实力强、铸造工艺先进，车身附件、车用压铸件生产加工能力强，基本形成

了“原材料-加工-零部件”的产业链条，可有力支撑长三角汽车轻量化发展。 

（二）上海汽车产业发展特点及产业链布局 

上海是长三角地区汽车产业龙头城市，在汽车产业整车制造、高端制造、新兴产业、开放创新等多方面引领长三角。上海

汽车产业链比较完备，全产业链中均有分布（见图 4）,下游整车制造优势明显，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迅速。

上海汽车产业集聚特征明显，是国内最大的汽车产业集群区，主要分布在嘉定区、浦东新区、松江区等地。 

汽车工业是上海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是“上海制造”的金名片。2019年，上海市汽车规上工业总产值达到 6409.6亿元，

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近五分之一；汽车产量达 274.9 万辆，其中轿车产量 161.7 万辆，占国内轿车总产量的 15.7%,新能源

汽车产量达 8.3 万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全国领先，新能源汽车累计推广总量位于全球城市前列；全市规模以上汽车工业企业

600多家，其中，规上整车企业 8家，规上零部件企业超 600家；2018年，全市汽车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数 1774个，从业人员

25.3万人。 

 

图 4上海汽车产业链分布图 

一是上海依托汽车工业起步早及国企基础、合资模式，在整车和汽车总成制造领域引领长三角发展。上海是中国近代重要

的民族工业发祥地、民族品牌发源地和集聚地。上海汽车工业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是国家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拥有

目前我国最大的轿车生产基地和全国三大汽车集团之一的上汽集团。整车制造的发达也带动了长三角一大批汽车零部件企业的

发展。 

上汽集团作为行业龙头，旗下拥有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上汽乘用、申沃汽车等品牌，业务涵盖整车、零部件、移动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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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汽车金融、国际经营等全产业链领域，其中上汽大众是中国最早的轿车合资企业，通过与德国大众、美国通用合资建

厂的方式,形成整车制造基础。 

2019 年上汽集团整车销售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22.7%。延续合资引进的方式，上海逐步形成完整的配套体系，汽车供应链

本地化程度高。上海总成制造发达，在发动机、变速箱、制动系统、传动系统等领域拥有一批总成制造企业，如上海乘用车分

公司、上海通用东岳汽车动力总成、上海采埃孚变速器、上海汽车制动系统等企业。 

二是上海聚焦高端制造和新兴汽车产业，在智能网联汽车及新能源汽车领域引领长三角发展。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上海

率先布局聚焦研发设计、电子通信、语音识别、智能制造等重要环节，集聚了大量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端人才，

形成从研究、研发到原产的完整体系。 

2019年，上海率先推出智能网联汽车载人载货示范应用，颁发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启动全球首个 5G智能交通示范

项目，分级有序拓展智能网联汽车多类型应用场景，累计开放测试道路 89.57 公里，推动长三角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牌照互

认及封闭测试区互通率先实现突破等。 

在新能源汽车制造、基础设施、推广扶持领域，上海市政策支持力度大，形成上汽、特斯拉、蔚来汽车、威马汽车等龙头

企业。率先布局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布《上海市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规划》，在车辆产品、氢能、科研等方面均有布局，

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产业链初具雏形。 

以上汽集团为代表的新能源整车产品创新与市场竞争，与宁德时代合资设立的“上汽时代”电池系统公司、“时代上汽”

动力电池公司先后建成投产。 

特斯拉 Model3 上海工厂是电动汽车的代表，随着特斯拉工厂落沪，电动汽车热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对汽车传统零部件带来

巨大变革，也带动长三角区域一大批新能源汽配企业的发展。 

三是上海凭借丰富的科创金融和国际化资源，在汽车产业创新策源地方面引领长三角发展。上海作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的核心城市，国际化水平领先，汽车产业科研创新平台、人才资源丰富。 

企业技术创新中心众多，在汽车设计、汽车电子等领域，发挥合资企业优势,建有泛亚技术中心、宝马中国上海技术中心、

日本电装技术中心、吉利造型中心、汽车电子产业研发中心等机构。 

高校创新资源实力雄厚，产学研体系发达，如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

工程学院、上汽集团汽车工程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数量多，包括国家新能源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计量测试中心、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等 12个。 

金融体系发达,资本资源丰富，在汽车产业投资基金运作经验丰富，拥有蔚来资本、博世创投、上汽投资等 20 多家知名汽

车产业投资基金，以及众多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服务机构，通过资本力量拉动汽车产业发展。 

三、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沪甬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现状基础及存在问题 

（—）协同发展的优势基础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推进，发挥沪甬汽车产业集聚效应，促进产业链、人才、平台、资金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有助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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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沪甬汽车产业水平和长三角区域汽车产业整体层级，推进长三角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建设。根据前文对沪甬汽车产业的对比

分析，两地汽车产业各有特点，优势互补，合作空间广阔。 

一是从汽车产业链来看，两地错位发展，有利于创造互利共赢的发展机遇。上海汽车零部件在发动机、变速箱等总成制造

企业多，技术实力较强，带动作用显著，宁波汽车零部件种类齐全部分细分领域竞争力强，抗风险能力强，具有深度拓展沪甬

汽车零部件合作基础。 

二是从汽车“新四化”趋势来看，两地优势互补，有利于协同重点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发展。汽车电动化的加

速发展将对轻量化的需求越来越高，发挥宁波在汽车轻量化发展方面的优势与上海新能源汽车展开全方位合作，有利于长三角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形成。发挥上海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引领带动作用，有利于更好地提升宁波及长三角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发展水平。 

三是从汽车产业创新生态来看，两地产业协同创新关联密切，有利于共同提升汽车产业竞争力。上海拥有顶尖的科创资源

和龙头企业，人才、科研院所、资本、平台、国际化环境、生产性服务业等要素都是宁波发展所亟需的。 

而宁波与上海的血缘相系、商贾相融、地缘相近、文化相亲，以及宁波拥有量大面广的汽车制造企业、富有活力的民营经

济、长三角中心城市战略地位、生产要素成本优势、制造业基础、可供科研成果应用转化的平台和承接产业溢出的功能，这些

又恰为上海发展所需，加强双方合作有利于打造更优的沪甬汽车产业创新生态圈，提升创新链价值链水平。 

（二）协同发展的现状问题 

目前，沪甬产业合作日益密切。政府层面上，两地积极开展产业对接和合作。以宁波前湾新区为例，正在积极打造沪浙高

水平合作引领区，上汽大众宁波分公司、复旦杭州湾科创园、麟洋医疗科技产业园、中意复旦（张江）、科创中心慈溪（上海）

飞地服务中心、漕河泾开发区慈溪分区、中科院上海分院慈溪应用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中心等项目纷纷落地，并积极发挥加速沪

甬间优质资源流动的作用。 

企业层面上，沪甬汽车龙头企业也积极开展产业合作。如宁波均胜电子、华翔、拓普、圣龙、帅特龙等零部件企业作为上

汽大众、上汽通用、特斯拉等上海主机厂的供应商，在上海设置分支机构并与上海主机厂展开合作。 

在长三角城市竞合格局下沪甬汽车产业合作形势将更加复杂。宁波面临其他长三角城市的较强竞争。由于上海汽车产业层

级高于长三角其他城市，为承接上海汽车产业疏解功能，强化与上海整车制造、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对接，长三

角城市汽车产业间竞争关系强于合作关系，随着国内汽车工业进入由成长期进入成熟期的过渡阶段，整车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逐

步凸显，行业竞争加剧导致各城市汽配产业竞争升级，过度竞争的现状影响了沪甬汽车产业合作深度和广度。 

对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苏浙皖各扬所长，加强跨区域协调互动，

推动都市圈一体化”“推进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的高要求，以及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圈

产业协同和德国斯图加特、日本爱知县汽车产业集群的高标准，长三角竞合背景沪甬在汽车产业协同发展中还存在一系列瓶颈

和挑战。 

一是两地经济联系强度和产业合作密切度还需提升。当前，上海对宁波的产业龙头带动辐射作用发挥还需进一步加强，宁

波积极主动对接承接上海产业和功能的力度成效还需进一步提升。 

从政府层面看，据调研反映，汽车作为上海、宁波的主要支柱产业，产业规模大、合作空间广泛、涉及工作较多，需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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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协同推进机制支撑两地汽车产业的交流合作。 

相较于苏锡常、嘉兴等“半小时交通圈”地区与上海的整体密切对接程度，宁波与上海的合作紧密度还需加强,两地间尚未

真正形成推动沪甬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工作合力。 

从企业层面看，宁波虽然是近沪地区汽车产业规模之首城市，但多数汽车零部件以出口为主，沪甬汽车零部件与整车制造

的合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如对上汽大众的 240 家核心供应商的梳理研究显示，其中 81 家在上海，14 家在苏州，仅 10家在宁

波。 

二是两地汽车产业能级和韧性还需加强。一方面，汽车产业的国际创新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对标世界级先进汽车产

业集群，两地汽车的基础研发、整车以及零部件技术均落后于世界汽车制造大国，与大众、丰田、通用等国际主流车企相比，

上海、宁波汽车龙头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国际竞争力均不足。 

比如，2019年，上汽集团销售收入 8433.24亿元（同比下降 6.53%）,净利润 256.03亿元（同比下降 28.9%）,研发投入 147.68

亿元,研发支出占比（研发投入占营收比重）仅为 1.79%;吉利汽车营业收入 974 亿元（同比下降 9%）,净利润 82.6 亿元（同比

下降 35%）,研发投入 30.67亿元，研发支出占比 5.6%。 

反观大众集团，2019年销售收入达 2526亿欧元（同比增长 7.1%）,营业利润达 193亿欧元（同比增长 12.8%）,研发投入达

11亿欧元，研发支出占比高达 6.7%。 

另一方面，汽车产业应对疫情危机的韧性还不够。2020 年，国内和全球疫情对汽车产业链造成了较大影响，沪甬汽车产业

受到较大冲击。一季度两地汽车产销大幅下滑，随着疫情的控制和复工复产，加上前期积累的产能集中释放，4-5月份汽车产业

开始回暖，但预计全年仍为负增长。 

以两地汽车龙头企业为例，上汽集团 5月份汽车销量 47.31万辆，同比下降 1.63%;1-5月累计销售汽车 156.97万辆，同比

下降高达 36.5%。吉利汽车相对较好，5月份汽车销量为 10.88万辆，同比增长约 20%,1-5月累计销量为 42.03万辆，同比下降

25%。三是两地汽车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建设还需加快。 

目前整车制造商对汽车零部件、车用原材料的技术含量、可靠性、精度和节能环保等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从技术实力、产

品质量、供货能力和成本等方面综合选定供应商，也要求零部件制造企业与整车制造商同步开发、同步升级，确保整车产品的

市场竞争力，但两地缺少协同研发创新平台，汽车产业存在协同创新能力较弱的问题，零部件生产企业的先进设计和高端制造

技术依靠合资合作的输入，技术创新还以跟随式、模仿式创新为主，缺少有效的协同创新制度、创新平台支撑。 

四、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推动沪甬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推动沪甬汽车产业链协同示范发展 

发挥沪甬汽车产业链的特色和优势，围绕“强链、补链、延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分工合作、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促进

两地汽车产业的品牌化、高端化，打造长三角汽车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示范。 

在产业链前端，重点突破关键技术，在后端，重点在移动出行、金融、汽车后服务等新业务上发力，在中端，将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制造集成融合，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同时,在前端、中端、后端的全产业链全力推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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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轻量化领域，锚定汽车轻量化发展，强化沪甬车用改性塑料、车用橡胶、铝合金等材料的协同研发,加大新型整车轻

量化技术和整车安全、振动噪声、寿命等性能控制技术的研究，打造“材料一零部件一整车”的协同发展体系。 

在汽车零部件领域，推动沪甬汽车零部件与整车协同开发，着力加强与上汽集团、特斯拉等上海整车制造龙头企业对接，

支持宁波零部件企业与上海车企建立合作，聚焦动力总成、底盘、电驱动、电子控制等关键共性技术，在同步设计、研发创新、

高端配套方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建立整车与零部件协同创新激励机制。 

在整车制造领域，围绕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氢能和燃料电池汽车）、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以上海为核心，宁波联合杭州、

南京等城市，深度融入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长三角生态圈。 

在电池、电机、电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智能座舱系统、车联网系统、汽车安全系统及车载摄像头、传感器、电控单元

软硬件产品领域，推动宁波吉利、宁波均胜电子、舜宇、韵升、容百、杉杉等企业与上汽、特斯拉、蔚来汽车等企业协同发展，

突破合作壁垒，加快布局一批产业示范合作项目，形成良好的产业互动格局。 

（二）聚焦重点产业集聚区，打造沪甬高能级汽车产业合作平台 

推动宁波北仑、杭州湾新区等汽车产业集聚区与上海金桥、临港、嘉定等汽车产业集聚区的密切合作。科学谋划宁波前湾

浙沪合作发展区，充分发挥宁波杭州湾新区的区位优势、汽车产业的集聚优势，加快打造全球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智造中心，

对接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上海）试点示范区，建立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测试、评价、示范等公共平台，合力打造长三角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生态圈。 

加强沪甬重点汽车产业园区的合作，促进宁波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与上海国际汽车城、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及关键

零部件产业基地等园区对接，联合建设一批长三角汽车产业园，提供有力的土地、资金、政策等要素支持，充分发挥宁波民营

经济优势和上海龙头汽车企业带动作用，打造成为沪甬汽车产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地、上海汽车产业配套协作区、沪甬合作

先行区、长三角汽车产业合作示范区。 

（三）聚焦产业创新生态，加强沪甬汽车产业协同创新 

发挥上海技术、人才、基金、国际化等创新要素丰富优势和宁波土地、用工、房价等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成本较低优势，

建设沪甬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加快推动沪甬汽车产业创新平台建设，围绕“设计一研发一认证一生产”的汽车产业

链研发过程，积极对接上海丰富的汽车研发、设计资源，鼓励沪甬汽车研发机构、企业、高校等主体协同攻关整车及零部件系

统集成、动力总成、底盘、储能、电驱动、电子控制、汽车轻量化等关键共性技术，发展一批国家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

实验室、企业研究院等合作创新载体。 

加强沪甬汽车产业创新人才交流，围绕同济大学汽车学院、上海交大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汽车工程学

院、上汽集团汽车工程研究院等上海高能级科研机构和宁波工程学院杭州湾汽车学院等学院，探索“人才定制”服务，强化沪

甬企业与高校间的人才合作培养，为沪甬汽车产业发展培养输送更多的基础人才、腰部人才和领军人才。 

探索建立汽车产业“科技飞地”模式，联合长三角汽车产业创新资源，为宁波对上海主机厂配套的零部件企业提供位于上

海的研发公共平台，更好的服务企业研发建设。 

（四）聚焦跨区域产业合作机制，促进沪甬汽车产业合作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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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长三角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编制长三角“十四五”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谋划长三角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方向

思路举措和空间布局，创新和完善跨区域发展机制，促进形成跨区域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 

发挥政府有为作用，宁波应更加积极主动对接上海，共同营造更有利于沪甬汽车产业协同发展的人才、政策、创新、金融、

市场环境；加强汽车产业发展基金建设，引导汽车企业有序发展。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推进沪甬整车制造企业牵头定期举

办长三角产业对接会、促谈会，促进长三角产业链配套本地化发展。 

发挥产业协会和产业联盟作用，在已有的长三角新能源和网联汽车产业联盟、长三角汽车产业创新联盟等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长三角汽车产业联盟建设，促进沪甬及长三角企业跨区域合作。发挥上海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

上海国际汽车内饰与外饰展览会、上海国际汽车制造技术与装备及材料展览会等以及宁波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等国际化展

会、论坛的作用，促进沪甬及长三角企业的国际化合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