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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汽车零部件行业风云涌 
 

——《2024全球汽车供应链核心企业竞争力白皮书》发布 
 

本报记者  张雅慧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 7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8.4 万辆和 99.1 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 22.3%和 27%，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突破 50%大关，达到 51.1%，较去年同期的
36.1%提升 15个百分点，实现巨大跨越。 
    汽车市场展现出的强劲活力，离不开整个供应链的支撑与协同。而在汽车产业变革“大潮”
中，供应链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汽车报》与罗兰贝格联合发布

《2024 全球汽车供应链核心企业竞争力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梳理当前汽车零部件产
业发展及领先企业表现，为完善供应链管理体系，增强供应链竞争力提供有力的参考和支持。 
    受益市场回暖和转型发展 
    根据《白皮书》，“全球汽车供应链百强”企业 2023 年整体营收同比增长 13.2%，相较 2022
年 16.8%的增速有所下降。其中，受经济刺激与区域贸易保护影响，美日企业继续保持营收增势，
2023 年营收同比增长 13%；中韩企业增长有所放缓，但受益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扩张，2023 年
营收同比增长 20%；受疫情后经济整体反弹及传统业务回暖等因素影响，欧洲企业均保持上升势
头，2023年营收同比增幅达 10%。 
    伴随投资与消费活动复苏，以及汽车市场逐渐回暖，全球汽车供应链面临的挑战有所缓解。
据悉，“全球汽车供应链百强”企业 2023年整体利润率达 6.1%，相较于 2022年的 5.4%有所上涨。
而 2021～2024 年均上榜“全球汽车供应链百强”的企业，显然具有很强的风险对抗能力和完善
的供应链布局。尽管最近几年来全球政治贸易冲突不断，资源流动受阻，但博世、电装、采埃孚、

摩比斯、大陆集团等大型跨国零部件企业仍能利用自身优势，保障正常生产，从而吸引到海量订

单，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电动化、智能化对汽车供应链的发展壮大起到非常强的推动作用。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是产
业格局重塑的必然方向与核心动力，“全球汽车供应链百强”头部企业紧扣“双轮”驱动，坚定

业务布局，锚定增长重心，2023年平均营收增长超 400亿元；不少新上榜企业也在相关领域持续
深化布局，构建未来业务增长支点。 
    从“全球汽车供应链百强”企业总部所在地分布来看，2023年中韩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持
续扩张，如宁德时代、蜂巢易创、LG新能源、三星 SDI的营收同比增长均超 20%，且因新增两
家供应商上榜，韩国企业整体营收同比增幅达 36%。欧洲企业受疫情后恢复反弹及传统业务回暖
等影响，2023 年营收增幅可观，尤其是传统零部件供应商。虽然欧洲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提升至
20%，但欧洲议会讨论延缓传统燃油车禁售政策，欧洲车企也在重新考虑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零部件业务回温。但不容忽视的是，受经济疲软、通胀高企、转型成本激

增等多重因素冲击，欧洲零部件企业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不小的挑战。 
    中国供应链借势强身塑魂 
    2023年，国内狭义乘用车销量达 2170万辆，近 5年来首次增速突破 5%。同期，“中国汽车
供应链百强”企业营业收入总计达到 17882亿元，新能源汽车、智能化零部件供应链起到关键支
撑作用，其营收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 34%，占据营收结构中的主导地位。 
    从整体盈利情况来看，相较 2022年疫情造成的“低增收、低增利”，“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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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2023年净利润、利润率实现明显增长。其中，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利润增幅占总增加值的 36%，
成为第一推动力；利润率连续 3年保持在 10%以上，达到 14.6%；智能化电子零部件净利润连续
两年保持 200%的增速；传统零部件得益于整车产销量提升，利润增幅占总增加值的 34.7%。 
    从各业务板块来看，新能源汽车、汽车电子、轻量化、发动机和其他 5大板块各有增长，其
中新能源汽车和汽车电子板块增收增利最为明显，已成为“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企业的重要营

收支柱。新上榜 11 家企业，超过一半主营业务与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等相关，反映出市场需求
的持续升级与变化，电池、电机、芯片等新能源关键零部件正深刻影响着企业整体营收；5 家上
榜动力电池企业 2023 年的营收及利润大多呈现良好增长趋势；此外，发动机板块也实现巨大增
长，利润增幅达 163%。 
    究其原因，第一，汽车电动化趋势进一步深化，2023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突破 35%，
获得消费者的更多认可，中国汽车市场已逐步进入“油电”同台竞争时代；第二，硬件技术持续

创新迭代，国内零部件企业不断加强自研，打破技术壁垒，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掌控；第三，汽

车智能化技术突飞猛进，领先企业借助高端产品谋求新的业务增长点，如主动安全系统、智能座

舱等，但相关研发投入大，且受到其他原有业务掣肘，利润率仍待提升；第四，燃油车减排及汽

车电动化渗透加深，车身结构、材料、工艺轻量化需求增长；第五，发动机板块个别企业 2022
年的异常经营情况有所恢复，促进 2023年净利润回暖。 
    新技术造就新产品，新趋势助推新发展，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深谙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要
性，更加注重研发创新。《白皮书》显示，“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企业 2023 年共计投入研发费
用 681亿元，在营业收入中占比 5%，略低于 2022年的 5.3%，但相信这些投入未来会为企业带来
更多可观营收。 
    聚焦核心抓手不破不立 
    如今，我国汽车零部件产业正处于发展壮大的重要关口，一方面风险与机遇并存，另一方面
挑战与发展同在。《白皮书》指出，汽车供应链要做大做强应牢牢抓住“落实降本增效、提升研

发效率、扎根海外业务、深化组织变革”4大核心抓手。 
    全球汽车市场格局正在重塑，区域化供应持续深入，领先的零部件企业均在积极推进本土化
供应链建设，并加强供应链风险和成本管控。与此同时，车企客户正经历巨大变革，自主品牌车

企已占据市场的半壁江山，而不少供应商仍以欧美车企客户为主；本土车企与海外车企呈现不同

的市场竞争策略，体现在价格定位、研发周期、成本承担等方面，本土车企的价格竞争更为激烈，

研发周期更短，要求供应商与上下游企业深度合作，协同研发、分担成本。 
    为了更好地进行成本管控，不少零部件企业以采购体系为突破口，推进体系化降本，探索最
大降本空间。其中，控制间接采购成本是不少供应商采取的核心举措，体现在生产设备维护、物

流、模具等环节。 
    整车与零部件企业的研发已逐步从正向开发的“2.0时代”向价值驱动的“3.0时代”迈进，
且随着整车企业开发周期缩短，研发效率提升成为一种必需。对零部件企业而言，其自身研发体

系也从过去跟随车企，向自身的模块化研发转型，以实现更大程度的模块库，从而进一步提高研

发效率。 
    近年来，“出海”成为中国车企的一个发力方向，零部件供应商也随之迎来“窗口期”，不少
企业逐步在海外市场深化业务发展，结合不同区域特点和客户需求，采取与之相匹配的业务模式，

在拓展更多客户的同时，增强海外市场业务的管控能力。受到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等因素影

响，海外市场业务发展存在一定风险和挑战。如何有效应对风险成为中国零部件企业“出海”的

必修课，将贯穿于海外市场业务拓展的全过程。 
    《白皮书》建议，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在进入海外市场之初，包括选择建厂国家或地区时，
应全面评估、科学决策，有前瞻性思考；同时，合作伙伴的识别尤为重要，应以生意导向充分深

入调查与评估；在商业模式设计上应留有后手，构建多层次策略应对市场变化和突发情况；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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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厂运营应具备危机意识和风险预案，将风险管控纳入日常管理工作中。 
    随着零部件企业向汽车“新四化”转型和全球化业务落地，其组织架构也在不断演进，表现
为更灵活、差异化的管控与业务模式，更下沉但统一的区域化组织机构，以及更敏捷协作的研发、

交付中台架构。在此基础上，供应商应明确“同”与“异”——在哪些维度可以采取相同或类似

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机制，在哪些维度能够体现出核心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