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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中国汽车产业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1953年到1983年计划经济下的起步阶段；

2）、1983-2000年，以“合资”路线为主，建立产业基础能力的学习阶段；

3）、2001年开始，我国汽车工业开启了真正的高速成长，是个人消费驱动的成长。从2001年至2008年，我国汽车产销平均每年跨越

100万辆台阶，2009年我国汽车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2010年、2011年汽车产销量连续两年超过1800万辆，不断刷新全球汽车产

销纪录。2011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841.89万辆和1850.51万辆，较2001年增长了6.87倍和6.83倍。

➢ 我们此篇报告主要分析和复盘2001-2020，二十年间的汽车工业发展。尤其2008年之后，国产品牌初露锋芒，十几年间自主车企的份额经历两升

两落，但均没有实现破局。我们从以下几个维度分析2000年后的产业变化：

1）、二十年间汽车产业增速如何？经历了2000-2010超高速成长、2010-2017稳定成长、2017-2020年的震荡态势，汽车工业成为国

家真正的支柱产业；

2）、二十年间的汽车发展，车型结构是否有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以“轿车为王的畅销时代”转为“轿车与SUV双雄称霸的市场”；

3）、二十年间，我国国产品牌的市占率是否有大的突破？我们发现2020年之前，自主车企虽然不断精进技术和产品，但由于燃油时代

的外资具有极大的“品牌溢价”，我们均没有实现破局，整体呈现出两升两降。

➢ 2020年之后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迎来第二次展翅腾飞，主要系新能源、智能化等技术变革驱动自主车企弯道超车，也是由汽车大国转向汽车强
国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新起点，未来辉煌十年打开了新的成长模式。

➢ 投资建议：看好国内整车企业持续提高市占率、出口加强。建议关注：比亚迪、长城汽车、长安汽车、吉利汽车、广汽集团、上汽集团、理想汽车、

蔚来汽车、小鹏汽车等。

➢ 风险提示：受宏观经济影响，汽车销量不及预期；竞争加剧，价格战持续；原材料涨价；贸易摩擦加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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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个阶段见证中国汽车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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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阶段，了解中国汽车工业历史：

➢ 第一阶段(1953-1983)：计划经济下以重卡为主的学习阶段。我国汽车经济最早可以说开启在1953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1953年第一汽

车厂成立，但是由于技术落后，全国资源用于制造重卡，直到1978年，我国汽车销量15.9万台，以重卡为主，还在学习阶段。

➢ 第二阶段(1983-2000)：以“合资”路线为主，沉淀基本能力。1982年，我国开启了全新的汽车运营模式，开始探索“合资”路径，

1983年上海大众合资协议签署，正式代表着我国进入了汽车以“合资”为主，积累经验，全面探索的阶段。1986年3月25日至4月12日，

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

业”被写入“七五”计划，汽车行业确立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但是为了管理行业，同时只支持一汽，二汽，上汽三个生产基地，和北京，

天津，广州3个轿车生产点；并且只核准了56个小轿车经营单位，计划经济色彩依然较为强烈。1980到2000年之间，中国汽车有了跨越式

的发展。2000年中国汽车保有量达到1609万辆，当年度保有量增加156万辆。

➢ 第三阶段：直到2001年开始，国内汽车行业开启了“高速”发展之路。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了世贸组织，以此为契机，中国汽车产业

迎来了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期。2001年11月国家允许企业自由选择产品和定价，并且在2004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中明确了以培育私人

消费为主体的消费市场。至此20年间，汽车行业迎来了市场化发展。从2001年至2008年，我国汽车产销平均每年跨越100万辆台阶，

2009年我国汽车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2010年、2011年汽车产销量连续两年超过1800万辆，不断刷新全球汽车产销纪录。2011年我国

汽车产销分别达到1841.89万辆和1850.51万辆，较2001年增长了6.87倍和6.83倍；汽车产量占全球的比重达到23%。



图表：2005-2023M2中国乘用车销量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华福证券研究所

一、三个阶段见证中国汽车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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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一直到2017年底为汽车工业高速发展阶段，
自主不断磨练内功，技术日趋成熟

新能源爆发



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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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分析国内市场2001-2020年间的发展历程，我们从以下三个维度重现，尝试了解该阶段我国汽车产业主要经历了什么：

1）2001-2020年期间汽车销量增速如何？

2）车型结构是否发生了较大变化？

3）我国自主车企市占率是否逐渐提高？



图表：中国汽车总销量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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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维度：2001-2020年期间汽车销量增速如何？

➢ 2001-2010超高速增长：国内汽车销量从2000年208万台增长到2010年的1800万台，年复合增速24%，为高速成长阶段，这一阶段增速较高主要是因为

基数低，期间各类合资厂主要发力，引进新技术，不断扩充新车型。

➢ 2011-2017稳定增长：随后销量逐步转为稳定增长，直到2017年实现年度销量2890万台，达到阶段性峰值，从2010-2017间复合增速为7%。

➢ 2017-至今整体震荡：我国整体汽车市场出现下滑，2020年全年销量2530万台左右，2017-2020年销量整体呈现震荡态势，汽车产业进入稳定成熟期。

➢ 综上：我们发现我国汽车市场从00-10年的超高速增长（CAGR24%）转为10-17年的稳定增长（CAGR7%），之后进入了平台期。

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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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维度：车型结构是否发生了较大变化？

➢ 2001-2020年我国车型销量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以“轿车为王的畅销时代”转为“轿车与SUV双雄称霸的市场”。

➢ 2001-2005：SUV启蒙之路。01-02年SUV才开始进入中国，这期间主要以专业SUV为主，车型选择较少。国内仅有长城在02年5月迫于轿车的竞争压力

发行第一款SUV塞弗，以8万元的售价主打性价比。04年本田CR-V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合资企业的入驻，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认同SUV，国内SUV启蒙

阶段宣告完成。

➢ 2005-2010：SUV自主先行发力，主打差异化竞争。05年以后，城市SUV开始取代专业SUV成为市场主力，国内自主品牌也陆续进入SUV领域。奇瑞

2005年推出第一款SUV瑞虎，长城也由于第一款SUV的成功，2005年哈弗投产，后陆续推出H5、H6车型，迈出了向高处走的实质一步，并真正开始了规

模化增长。随后，合资品牌也加强了SUV的战略投入，07年丰田引入汉兰达，10年大众引入第一款SUV途观。数据上来说，2005年SUV月均销量在1.5万

台左右，到2010年，月均销量已经增长到10-12万台，市占率由5%提升到10%左右，期间销量复合增速为46.4%。

➢ 2010-2020：SUV市场更加细分，竞争加剧，受众增加，市场容量显著增长。2011年开始SUV市场逐渐细分，市场受众不断增多，竞争逐渐激烈。由于

SUV在国内的畅销，2010年后合资企业加快了SUV车型的投放速度，同时自主品牌也不断强化自己SUV的技术和设计。SUV市占率从2010年的10%左右

提高到2020年的46%左右，销量上从2010年132万台到2020年947万台，复合增速22%，远超该阶段的汽车市场整体增速（7%）。

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SUV快速渗透



图表：SUV销量情况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华福证券研究所
注：由于中汽协数据2005年才开始，因此数据源也起始于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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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2020年我国车型销量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以“轿车为王的畅销时代”转为“轿车与SUV双雄称霸的市场”

。

2010年5月之前，SUV月
度市占率10%以下，此后
月度市占率突破10%

SUV市场更加细分，竞争加剧，受众增加，市场容量显著增
长，月度销量从11万辆左右上升到110多万辆（2017.12）

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 SUV快速渗透



图表：自主车企市占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markline，华福证券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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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维度：我国自主车企市占率是否逐渐提高？

➢ 在之前，我们考虑到自主车企在近10年间的技术不断趋于成熟，车型更加多样化，市占率应该不断攀升，但实际情况不尽然。2008-2020年间，

自主市占率总体呈现两升两降，最高在2010年实现45.6%左右，但2011-2014年一路下滑到37.5%, 2015-2017年虽然攀升，但没有突破前高。

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国产品牌市占率的两升两降



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国产品牌市占率的第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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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10年，自主车企市占率由40%逐渐提高到45.6%左右。我们认为自主车企该阶段市占率提升有以下几个因素：

➢ 政策影响：2009年国务院公布《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规划》,1)减征乘用车购置税:自2009年1月20日至12月31日，对1.6升及以下小排量乘用

车减按5%征收车辆购置税; 2)开展“汽车下乡”,新增中央投资中安排50亿元资金，自2009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对农民购买1.3升及以下

排量的微型客车，以及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报废换购轻型载货车的，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

➢ 自主品牌提供高性价比的车型：这个阶段国产车以10w元以下为主，结合下乡政策，受众群体更多。比如长城哈弗系列，销量由2007年

5.8w辆左右，到2010年实现15w辆的销售，实现2.6倍的增长。

➢ 根据Marklines数据统计，彼时自主品牌高达149家，我们认为当时车企通过快速堆车型抢占份额，也有助于市占率阶段性提高；但并没有

形成深入人心的“品牌力”，也为日后的下滑埋下伏笔。

图表：2007-2010 自主份额上升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初代哈弗

资料来源：懂车帝，华福证券研究所

2007-2010
年自主份额

上升



图表：2008-2010核心自主企业销量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国产品牌市占率的第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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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2010年，核心自主车企吉利、长城、上汽、奇瑞、五菱、比亚迪、长安也展现出高增长状态：

➢ 吉利集团：总销量由2007年22万辆提升至2010年42万，实

现了91%的高速增长；

➢ 长城集团：长城汽车由2007年6万辆提升至2010年29万辆

，三年复合增速69%；

➢ 长安、通用五菱、奇瑞彼时为自主前三强：长安销量由48到

107万辆、奇瑞销量由38到62万辆、通用五菱由46万到106

万辆；通用五菱荷长安以微型面包车为主，在政策对农民购

买1.3升及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的支持下显著受益，比如长

安汽车产品方面，CM5、CM9、长安之星S460、长安星光

4500更成为国内微车市场的重量级产品。

➢ 上汽自主刚刚开启名爵、荣威之路：上汽自主的名爵和荣威

也是从2007年开始发力，到2010年实现16万辆的销量。

➢ 比亚迪F3引领销量增速：比亚迪的核心车型主要为F3，是

一款售价为5.68-8.08万的轿车，主要排量为1.6L和1.5L，

也是显著受益于政策驱动，F3销量由2007年9.8w增长到

2010年26.4w。

图表：2008-2010核心自主企业销量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注：下图为单个企业占据所有自主车企销量份额）

销量（万） 吉利集团 长城集团 奇瑞集团 上汽自主 通用五菱 比亚迪 长安 自主总销量

2007 22 6 38 2 46 10 48 252

2008 22 7 36 4 55 17 46 267

2009 33 16 48 9 92 45 84 456

2010 42 29 62 16 106 52 107 628



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国产品牌市占率的第一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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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4年，由于技术相对落后，合资企业降维打击，自主市占率回落：

➢ 2010-2014年，自主市占率由45.6%回

落到37.5%左右。主要系：1）我国人均

GDP不断提高，合资企业依靠品牌溢价

、技术优势、推广优势等综合实力得到

了更多消费者青睐。2）合资车企开始发

力SUV；3）、合资车企导入更多的爆款

车型。（后续展开介绍）

➢ 该阶段的回落，也是由于我国自主品牌

在内燃机核心技术缺失，以及前期主要

通过性价比走低价市场。随着人均GDP

不断提升，竞争对手降维打击下，而导

致市占率下滑。正因为相对落后，我国

车企也在该阶段修炼内功，尝试从更细

分维度找到突破口，也为后续增长埋下

伏笔。

图表：2010-2014 受合资企业打击自主份额下降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10-2014年合资企业销量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2010-2014自
主份额下降



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国产品牌市占率的第一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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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4年，德系、韩系品牌开始发力，市占率位于前列；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上升：

➢ 2010-2014年，合资市占率前三名为大

众、通用、现代起亚。1）大众集团在合

资车企中市占率由2007年的24%提升至

2014年的28%，稳坐合资品牌第一把交

椅。2）通用市占率稳定在14%左右，市

场认可度持续走强。3）日系品牌份额逐

渐被韩系品牌反超，2009年起现代起亚

市占率超越本田、丰田、雷诺日产居于

第三名，2010-2014年为韩系品牌巅峰

时期。

➢ 该阶段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提升，

对汽车的技术、外观和品牌价值等都有

更高的追求。2007年-2014年，我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增长率高于8%；与之相匹配的是对于消

费品从价廉到物美的提升要求。

图表：2010-2014 合资品牌发力德系、韩系份额领先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07-2022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华福证券研究所

（注：下图为单个企业占据所有合资车企销量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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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1-2020年，我国汽车工业如何走向成熟？ -国产品牌市占率的第一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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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4年，合资品牌SUV加速导入，更受中国消费者青睐：

➢ 2010年为合资品牌SUV爆发增长元年。

2008年，合资品牌开始引入SUV，市场

从无到有；2010年，SUV得到市场认可

，销量开始爆发，合资品牌SUV车型在

合资品牌整体销量中的占比由2008年的

5.9%快速增至2014年的18.3%；合资

SUV销量由24w提升至225w辆。

➢ 大众集团进入SUV市场导入期，以高端

品牌奥迪为渗透率切入点，以支柱品牌

大众带动销量。大众SUV发展历程是合

资品牌的一个缩影，SUV的发展以中高

端车型消费带动。2010-2014年，大众

集团SUV占比集团整体销量稳步上升，

销量由2008年6500辆左右提升到2014

年47万辆左右。

图表：2007-2014年合资品牌SUV的引入、认可到爆发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07-2022年大众集团SUV销量情况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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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4年，核心合资车企大众、通用、现代起亚爆款车型风靡市场，鼎盛之时：

➢ 2010-2014年，大众、通用、现代起亚爆款车型风靡市场，新车型发力、常青树车型销量扩大。前三大合资车企爆款车型在

国内市占率由14%迅速提升至25%，市场容量扩大近300万辆。

➢ 大众爆款覆盖 B-D级别全系车型，品牌风头正劲。其中2010-2014年销量增加最快的车型为全新桑塔纳、全新帕萨特，经典

车型焕发新生。2014年最普及的车型为朗逸、速腾。SUV车型途观、奥迪Q5也于面世后大受好评。

➢ 通用爆款车型主要由B-C级家轿支撑。其中2010-2014年增长最快的车型为新车型的别克英朗、雪佛兰迈锐宝、科鲁兹。

➢ 韩系爆款中影响力最广的车型为现代C级车系列、如伊兰特/悦动/朗动/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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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4年，核心合资车企大众、通用、现代起亚爆款车型风靡市场，鼎盛之时：

图表：2010-2014年三大合资品牌爆款车型（年销量10万辆以上计入爆款；单位，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品牌 车型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0-2014增加值
B级车

新波罗 (New Polo) 0 0 0 8177 122242 118849 132019 136599 128422
C级车

高尔夫 (Golf) 4768 3576 7218 57518 100020 127376 101802 193047 135529
捷达 (Jetta) 201131 202303 224857 224523 217861 242528 263408 296960 72437
朗行 (Gran Lavida) 0 0 0 0 0 0 59814 114840 114840
朗逸 (Lavida) 0 44392 146455 251615 247475 246687 374056 371962 120347
全新桑塔纳 (New Santana) 0 0 0 0 0 2919 177528 285293 285293
速腾 (Sagitar) 74345 75456 98712 112887 128325 196296 271188 300082 187195

D级车
迈腾 (Magotan) 27235 52506 67018 78859 87365 173664 187172 207243 128384
全新帕萨特 (New Passat (NMS)) 0 0 0 0 97797 210567 227240 218343 218343

SUV- C
途观 (Tiguan) 0 0 0 70455 129172 173062 199782 237404 166949

E级车
奥迪 (Audi) A6 72638 86105 106025 115353 111806 138024 148130 166463 51110

D级车
奥迪 (Audi) A4 19562 19731 40978 58466 87262 100519 121804 120193 61727

SUV- D
奥迪 (Audi) Q5 0 0 0 32483 58632 90157 102121 106999 74516

B级车
赛欧/新赛欧 (Sail/New Sail) 20471 40 7 131381 197888 279742 276311 253341 121960

C级车
科鲁兹 (Cruze) 0 0 92196 187752 221232 232592 246890 265993 78241

D级车
迈锐宝 (Malibu) 0 0 0 0 0 51926 100141 125547 125547

C级车
凯越 (Excelle) 196785 175470 241153 222500 253516 277071 296183 293098 70598
英朗 (Excelle) GT 0 0 0 43321 96741 127575 150521 195932 152611

D级车
君威/別克新君威 (Regal/New Regal) 15253 9916 80001 79387 78888 85440 86050 111245 31858

SUV- C
途胜 (Tucson)/ix35 44729 41208 49345 119805 154211 164425 209568 171411 51606

C级车
伊兰特/悦动/朗动/领动 (Elantra/Yuedong/Langdong/Elantra 2016)120333 117761 171605 152641 113368 146195 240702 284574 131933

D级车
名图 (Mistra) 0 0 0 0 0 0 16762 134997 134997

B级车
K2 0 0 0 0 58334 143155 143682 155331 155331

C级车
K3 0 0 0 0 0 26845 135666 175713 175713

797250 828464 1325570 1947123 2562135 3355614 4268540 4922610 2975487
13% 12% 13% 14% 18% 22% 24% 25%

6297538 6755609 10331315 13757802 14472416 15495240 17928858 19700569

奥迪

总计
爆款车型当年市占率
中国乘用车总销量

大众

雪佛兰

别克

现代

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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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2010-2014年，三大因素致使合资车企市占率迅速提高：

➢ 2010-2014年，自主市占率由45.6%回落到37.5%左右，合资车企销量快速上升。我们认为有三大因素：

1）我国人均GDP不断提高：合资企业依靠品牌溢价、技术优势、推广优势等综合实力得到了更多消费者青睐；

2）合资车企开始发力SUV：2008年，合资品牌开始引入SUV，市场从无到有；2010年，SUV得到市场认可，销量开始爆发，合

资品牌SUV车型在合资品牌整体销量中的占比由2008年的5.9%快速增至2014年的18.3%；合资SUV销量由24w提升至225w辆。

3）合资车企导入更多的爆款车型：前三大合资车企大众、通用、现代起亚爆款车型在国内市占率由14%迅速提升至25%，市场容

量扩大近300万辆，多以B级、C级为主的车型迅速得到了消费者青睐，诸如全新桑塔纳、速腾、科鲁兹、迈锐宝、英朗等耳熟能详

的爆款车型风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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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7年，国产车奋起直追，SUV为核心驱动力，国家政策支持成亮点：

➢ 2014-2017年，自主市占率又逐渐上升到43.4%。我

们认为主要由于几家自主车企发力，在性价比SUV市场

做精做专，通过极高性价比的SUV重新抢占市场份额。

➢ 2015-2017年，国家重启小排量购置税减征政策，自

主品牌利好更强。2015年10月-2016年，购置1.6升及

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为5%；2017年为7.5%；

2018年恢复10%。2014年我国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销售占比66.73％，其中自主品牌受益更大，奇瑞、吉

利、比亚迪、长安等自主品牌的主力车款都符合政策。

➢ 同时，这个阶段自主企业的技术和品牌认可度都有显著

提高，每家企业都推出爆款车型。2015-2017年吉利的

博越，广汽传祺的GS4，上汽的RX5，同时长城H6持续

受欢迎，甚至众泰T600，车企均在此阶段推出了具有代

表性的车型；研发能力、对消费者的理解都更进一步。

图表：2014-2017 以SUV为驱动力，叠加政策利好，自主品牌份额上升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14-2017 自主品牌SUV总销量快速上升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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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7年，自主品牌在性价比SUV市场做精做专，通过极高性价比的SUV重新抢占市场份额

➢ 2015年，高性价比国产SUV叠加政策利好，完成对合资品牌销量的反超。2014-2017年自主品牌SUV发力，销量由183万辆左右提升到612万

辆左右，CAGR高达50%。同期合资品牌SUV销量由225万辆左右提升到414万辆左右。

➢ 自主品牌SUV车型普及程度高于合资品牌，高大开阔车型更受中国消费者欢迎。中国消费者喜欢大空间车型，SUV深受欢迎，个别核心车企

SUV占比高达90%以上，比如长城、广汽等。

➢ 长城、广汽、众泰、上汽等品牌SUV表现出色。长城、广汽、众泰SUV面世即快速成为品牌主力车型，2017年销量占比分别高达99%、92%、

77%；吉利、长安2017年SUV车型销量均超过60万辆，影响力较强；上汽集团SUV销量2014-2017年CAGR高达222%，市场认可度高。

图表：2007-2017 自主品牌SUV与合资品牌SUV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2007-2017 核心自主品牌SUV销量占比一览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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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SUV-D级哈弗H6与本田CR-V中等配置1.5T车型对比

资料来源：懂车帝，华福证券研究所

图表：SUV-C级广汽传祺GS4与别克昂科威豪华配置1.5T车型对比

资料来源：懂车帝，华福证券研究所

 2014-2017年，自主品牌在性价比SUV市场做精做专，通过极高性价比的SUV重新抢占市场份额

➢ 自主品牌SUV爆款车型种类百花齐放，各品牌均有年销量达到十万的主力车型，集中在C、D级别。其中长城哈弗H6为最大黑马，2017年销

量可超过50万辆；同期，广汽传祺GS4年销量可超过30万辆；吉利博越、上汽荣威RX5年销量可超过20万；众泰汽车昙花一现，SUV-D级总

销量超过18万辆。爆款自主SUV车型多于2014-2017年陆续面世，市占率迅速提升。

➢ 自主品牌深度洞察本土消费者，性价比更高。自主品牌深耕10-15万元级别SUV，对于合资品牌SUV有较强的价格优势；同时自主品牌能够在

同级车更低的售价中将配置做到极强，比如真皮内饰、大中控屏、影音娱乐、可选驾驶模式、辅助操控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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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7年，自主品牌在性价比SUV市场做精做专，通过极高性价比的SUV重新抢占市场份额

图表：2014-2017年自主品牌爆款SUV车型（年销量10万辆以上计入爆款；单位，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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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自主品牌技术力提升和品牌力构建，自主品牌小排量轿车市场认可度提高。2014-2017年，核心自主品牌同样推出了部分爆款家轿车型。

其中包括年销量快速攀升至20万辆、以5万元低价抢占市场份额的宝骏310。

➢ 自主品牌爆款轿车集中在10万元以下低价车型，全部符合15年国家对小排量车型的购置税减征政策。

➢ 自主品牌SUV发展程度好于轿车。一方面由于中国消费者青睐大车、满足家庭出行需求的消费习惯；另一方面合资品牌在轿车车型较为成熟，

自主品牌需要与合资品牌性价比车型硬碰硬，而合资品牌在性价比SUV市场尚有空白，自主品牌得以填补10-15万元SUV市场，快速发展。

 2014-2017年，自主车企爆款轿车全部为符合购置税减征政策的小排量车型

图表：爆款轿车均符合购置税政策

资料来源：Marklines，懂车帝，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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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2014-2017年，三大因素致使国产车企市占率迅速提高：

➢ 2010-2014年，自主市占率由37.5%提高到43.4%左右，我们认为：

1）自主品牌在性价比SUV市场做精做专，通过极高性价比的SUV重新抢占市场份额。

2）国家重启小排量购置税减征政策，自主品牌利好更强。自主品牌爆款轿车集中在10万元以下低价车型，全部符合15年国家对小

排量车型的购置税减征政策

3）同时，这个阶段自主企业的技术和品牌认可度都有显著提高。每家企业都推出爆款车型。2015-2017年吉利的博越，广汽传祺

的GS4，上汽的RX5，同时长城H6持续受欢迎，甚至众泰T600，车企均在此阶段推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车型；研发能力、对消费者

的理解都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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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2020年，大浪淘沙，洗净铅华

➢ 2017-2020年，自主市占率由43.4%回落到38.9%，主要系自主企业面临了一些淘汰,而核心企业在此期间市占率并未下滑。

• 行业层面：2017年我国汽车销量达到峰值后，后续开始进入成熟期。所以2017-2019年汽车企业竞争加剧，终端折扣加大。一些企业面临利润大

幅下滑甚至亏损。

• 大浪淘沙，胜者为王：曾经火爆一时的众泰汽车，以及东风乘用车，北汽银翔，华晨金杯，东南汽车，海马汽车等等，都出现了销量大幅下滑。而

七家核心自主车企在自主企业中的市占率这两年维持稳中有升，从2017年的64.2%到2020年的79.6%，行业洗牌，留下优质玩家。

图表：2017-2020自主份额下降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大浪淘沙
，洗净铅

华

吉利集团 长城集团 奇瑞集团 上汽自主 通用五菱 比亚迪 长安 核心自主份额
2007 8.7% 2.6% 15.1% 0.8% 18.4% 4.0% 19.2% 68.8%
2008 8.3% 2.7% 13.3% 1.3% 20.4% 6.4% 17.1% 69.6%
2009 7.2% 3.4% 10.6% 2.0% 20.1% 9.8% 18.4% 71.6%
2010 6.6% 4.7% 9.8% 2.6% 16.9% 8.3% 17.1% 65.9%
2011 7.3% 6.0% 9.8% 2.7% 18.8% 7.3% 12.9% 64.9%
2012 7.8% 7.6% 8.3% 3.1% 20.2% 7.1% 12.4% 66.5%
2013 7.8% 8.9% 6.1% 3.2% 20.1% 7.1% 11.8% 65.0%
2014 5.8% 8.3% 6.0% 2.5% 21.5% 5.9% 13.2% 63.2%
2015 6.6% 8.8% 5.6% 2.2% 20.9% 5.1% 13.0% 62.2%
2016 8.3% 9.3% 5.6% 3.3% 18.0% 4.7% 11.7% 60.8%
2017 13.0% 8.9% 5.2% 5.2% 17.7% 3.8% 10.5% 64.2%
2018 16.9% 9.2% 5.4% 7.3% 16.6% 5.0% 8.8% 69.3%
2019 18.1% 10.8% 7.2% 8.7% 14.7% 5.4% 9.6% 74.5%
2020 19.3% 11.3% 8.1% 9.0% 14.0% 5.3% 12.6% 79.6%
2021 15.5% 10.8% 8.9% 8.8% 13.0% 7.5% 12.6% 77.1%
2022 13.5% 7.4% 9.7% 7.5% 10.9% 15.5% 11.8% 76.2%

图表：2017-2020 核心自主车企市占率有所提升（以下市占率是基于自主车企销量计算）

资料来源：Marklines，华福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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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历史，我国汽车从00-10年的超高速增长（CAGR24%）转为10-17年的稳定增长（CAGR7%），而后需求逐渐稳

定，所以呈现17-20年的震荡态势（CAGR-6.5%）。

➢ 在这接近20年的高速发展中，我国车型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以“轿车为王的畅销时代”转为“轿车与

SUV双雄称霸的市场”：数据上来说，2005年SUV月均销量在1.5万台左右，到2010年，月均销量已经增长到10-12万台

，市占率由5%提升到10%左右，期间销量复合增速为46.4%。2010年后合资企业加快了SUV车型的投放速度，同时自主

品牌也不断强化自己SUV的技术和设计。SUV市占率从2010年的10%左右提高到2020年的46%左右，销量上从2010年

132万台到2020年947万台，复合增速22%，远超该阶段的汽车市场整体增速（7%）。

➢ 2007-2020，自主企业在这期间经历了两升两落。第一升（2007-2010）：国家政策鼓励汽车下乡，自主企业小排量和

低价位车型受益，市占率由40%到45.6%。第一降（2010-2014）：合资企业降维打击，发力SUV，自主企业由于技术

相对落后，没有品牌溢价能力，市占率下滑至37.5%，但自主企业在此阶段升级技术，提高自身研发实力。第二升（

2014-2017）：发力SUV市场，做精做专，受益于SUV销量大幅提高，以及结合国家第二次的购置税政策支持，市占率

回升至43.4%。第二降（2017-2020）：大浪淘沙，一部分盈利能力差、技术薄弱的企业在此阶段逐渐被淘汰，核心自

主企业在此期间市占率提升，为后续发力打下了基础。

➢ 中国汽车市场风云变化。自主企业首先依靠国家支持主攻低端市场，但不断积累技术，加强管理能力，深入了解消费需

求，几经沉浮才能真正受到终端消费者认可。行业变迁，实力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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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汽车工业从1953年开启直到2000年都是以探索学习为主。第一阶段(1953-1983)：计划经济下以重卡为主的学习阶段；第二

阶段(1983-2000)：以“合资”路线为主，沉淀基本能力。

➢ 2000年之后，汽车工业迎来第三阶段 – 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复盘2001-2020年，自主车企大浪淘沙；尤其2008年之后，国产

品牌初露锋芒，十几年间自主车企的份额经历两升两落，但均没有实现破局，我们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

1）、二十年间汽车产业增速如何？经历了2000-2010超高速成长、2010-2017稳定成长、2017-2020年的震荡态势，汽车工业成为国

家真正的支柱产业；

2）、二十年间的汽车发展，车型结构是否有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以“轿车为王的畅销时代”转为“轿车与SUV双雄称霸的市场”；

3）、二十年间，我国国产品牌的市占率是否有大的突破？我们发现2020年之前，自主车企虽然不断精进技术和产品，但由于燃油时代

的外资具有极大的“品牌溢价”，我们均没有实现破局，整体呈现出两升两降。

➢ 2020年之后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迎来第二次展翅腾飞，主要系新能源、智能化等技术变革驱动自主车企弯道超车，也是由汽车
大国转向汽车强国的一个里程碑式的新起点，未来辉煌十年打开了新的成长模式。

➢ 投资建议：看好国内整车企业持续提高市占率、出口加强。建议关注：比亚迪、长城汽车、长安汽车、吉利汽车、广汽集团、上汽集团

、理想汽车、蔚来汽车、小鹏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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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宏观经济影响，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 竞争加剧，价格战持续；

• 原材料涨价；

• 贸易摩擦加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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