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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汽车产销稳健 乘用车销量或受芯

片影响 
——汽车行业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一季度汽车产销稳健 乘用车销量或受芯片影响 

3 月份汽车产销总体稳健。2021 年 3 月，汽车产销分别达到 246.2 万辆和 252.6

万辆，同比 2019 年分别增长-3.7%和 0.2%。1-3 月，汽车累计产销分别为 635.2

万辆和 648.4 万辆，同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0.3%和 1.8%，增幅较 2019 年 1-2

月分别收窄 2.6%pct 和 0.9pct。 

或受缺芯片影响，3 月份乘用车产销同比 2019 年降幅扩大。2021 年 3 月份，

乘用车产销分别为 188.3 万辆和 187.4 万辆，同比 2019 年分别下降 9.9%和

7.2%。1-3 月，乘用车累计产销分别为 495.4 万辆和 507.4 万辆，同比 2019 年

分别下降 5.2%和 3.5%，降幅较 2019 年 1-2 月份分别扩大 3.2pct 和 2.3pct。

中汽协指出，在中国消费恢复情况向好的背景下，3 月份乘用车产销数据下降

或与芯片短缺有关，并且预计二季度芯片的影响幅度可能大于一季度。 

3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创纪录，持续高景气。2021 年 3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

别达到 21.6 万辆和 22.6 万辆，同比 2020 年分别增长 2.5 倍和 2.4 倍。细分新

能源汽车的品种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为 18.2 万辆和 19 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 2.6 倍和 2.5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为 3.4 万辆和 3.6 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2 倍和 1.9 倍；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为 45 辆和 59 辆，同比分别增

长 18.4%和 63.9%。本月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继续刷新当月历史

产销记录，持续高景气。 

市场回顾： 

截至 4 月 9 日收盘，汽车板块下跌 0.9%，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4%，汽车板块

跌幅少于沪深 300 指数 1.5 个百分点。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幅在

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18 位，排名居中。年初至今跌幅达 7.2%，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22 位。 

子板块周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1.9%)，商用载货车(-3%)，商用载客车(0.3%)，

汽车零部件(-0.8%)，汽车服务(5%)。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15.2%)，商用载货车(14%)，商用载客

车(-16.6%)，汽车零部件(-3.7%)，汽车服务(3%)。 

 涨跌幅前五名：阿尔特、蠡湖股份、小康股份、飞龙股份、北汽蓝谷。 

 涨跌幅后五名：*ST 众泰、宁波华翔、长城汽车、爱柯迪、福耀玻璃。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21 年在汽车板块更应关注盈利确定增长的公司

而非估值修复的公司。因此我们建议关注：目前估值合理的零部件板块的优质

企业：拓普集团、继峰股份、伯特利、星宇股份、中鼎股份、湘油泵等；以及随

着疫情逐步受控、以及海外疫苗接种率的提升，前期压制的需求释放带来的机

会，如：客运板块的宇通客车、金龙客车、汽车销售板块的广汇汽车以及与汽车

交通运输活跃度直接相关、而且近期迎来涨价潮的轮胎板块的玲珑轮胎、赛轮

轮胎（化工覆盖）等。 

本周推荐组合：星宇股份 20%、拓普集团 20%、湘油泵 20%、中鼎股份 20%

和广汇汽车 20%。 

风险提示：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

剧的风险；疫情控制不及预期；芯片短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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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季度汽车产销稳健 乘用车销量或受芯片影响 

3 月份汽车产销总体稳健。中汽协发布最新汽车产销数据，2021 年 3 月，汽车产销

分别达到 246.2 万辆和 252.6 万辆，同比 2020 年分别增长 63.9%和 74.9%（疫情

导致低基数），同比 2019 年分别增长-3.7%和 0.2%。1-3 月，汽车累计产销分别

为 635.2 万辆和 648.4 万辆，同比 2020 年分别增长 81.7%和 75.6%，同比 2019

年分别增长 0.3%和 1.8%，增幅较 2019 年 1-2 月分别收窄 2.6%pct 和 0.9pct。 

图1：中国月度汽车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或受缺芯片影响，3 月份乘用车产销同比 2019 年降幅扩大。2021 年 3 月份，乘用

车产销分别为 188.3 万辆和 187.4 万辆，同比 2020 年均增长 77.4%，同比 2019

年分别下降 9.9%和 7.2%。1-3 月，乘用车累计产销分别为 495.4 万辆和 507.4 万

辆，同比 2020 年分别增长 84.9%和 76.6%，同比 2019 年分别下降 5.2%和 3.5%，

降幅较 2019 年 1-2 月份分别扩大 3.2pct 和 2.3pct。中汽协指出，在中国消费恢复

情况向好的背景下，3 月份乘用车产销数据下降或与芯片短缺有关，并且预计二季

度芯片的影响幅度可能大于一季度。 

图2：中国月度乘用车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3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创纪录，持续高景气。2021 年 3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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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21.6 万辆和 22.6 万辆，同比 2020 年分别增长 2.5 倍和 2.4 倍。细分新能源

汽车的品种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为 18.2 万辆和 1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6 倍

和 2.5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为 3.4 万辆和 3.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

倍和 1.9 倍；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为 45 辆和 59 辆，同比分别增长 18.4%和

63.9%。本月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继续刷新当月历史产销记录。 

预计 2021 年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销 220 万辆。1-3 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超过

50 万辆，分别为 53.3 万辆和 51.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2 倍和 2.8 倍，我们预测

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销有望达到 220 万辆。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指出，今年一季

度新能源汽车产销表现较好，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新能源汽车产品越来越能满足

消费者的需求，二是私人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接受程度正在逐步提升。 

图3：新能源汽车月度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2. 一季度不同车企销量表现分化 

上汽集团产销同比 2019 下降，芯片短缺或有较大影响。2021 年 3 月份，上汽集团

月度批发产销分别为49.9万辆和49.3万辆，同比2019年分别为-12.9%和-11.8%。

其中上汽大众产销分别为 11 万辆和 11.3 万辆，同比 2019 年分别为-35%和-33%，

上汽通用产销分别为 12.9 万辆和 12.9 万辆，同比 2019 分别为-19.3%和 13.5%，

上汽乘用车产销分别为 5.9 万辆和 5.8 万辆，同比 2019 分别为 2%和 16%，上汽

通用五菱产销分别为 15.7 万辆和 15 万辆，同比 2019 分别为-2.4%和-11.8%。 

2021 年 1-3 月份，上汽产销分别为 120.3 万辆和 114.2 万辆，同比 2019 分别为-

21.1%和-25.5%，汽车行业累计产销同比分别为-5.2%和-2.9%，我们分析上汽大众

受芯片短缺影响较为严重，是上汽集团表现落后行业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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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上汽集团月度批发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申港证券研究所 

长城汽车 1-3 月销量创历史记录，新车型是主要增量。2021 年 3 月，长城汽车批

发新车 11.1 万辆，同比 2019 为 7.4%，跑赢乘用车行业 14.6pct，同比 2020 为

84%。其中哈弗系列销量为 6.7 万辆，同比为 67%，WEY 系列销量为 0.85 万辆，

同比为 178%，欧拉系列销量为 1.3 万辆，同比为 1038%，皮卡系列销量为 2.2 万

辆，同比为 43%，欧拉和皮卡是长城汽车销量的主要增长点。2021 年 1-3 月份，

长城汽车累计销量为 33.9 万辆，同比 2019 为 16.7%，销量创历史同期记录。 

图5：长城汽车月度批发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申港证券研究所 

长安汽车 3 月销量同比增速大幅跑赢行业。长安汽车 3 月销量为 22.6 万辆，同比

2019 为 15.1%，跑赢乘用车行业 22.3pct，同比 2020 为 62%。其中长安自主 3 月

销量为 12.2 万辆，同比增长 57%，CS75 系列、逸动系列、欧尚品牌表现较为亮

眼，长安福特 3 月销量为 2.34 万辆，同比增长 112%，长安马自达 3 月销量为 1.12

万辆，同比增长 69%，但同比 2019 年数据，长安马自达销量下滑 30%。2021 年

1-3 月份，长安汽车销量为 64.1 万辆，同比 2019 为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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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长安汽车月度批发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申港证券研究所 

吉利汽车 3 月份销量同比 2019 年下降 20%。吉利汽车 2021 年 3 月份销量为 10

万辆，同比 2019 为-20%，同比 2020 为 37%。领克品牌 3 月份销量为 1.6 万辆，

同比 2020 增长 122%，Q1 累计销量为 3.7 万辆，同比增长 191%，表现较好。2021

年 1-3 月份，吉利汽车累计销量为 33.4 万辆，同比 2019 为-9%。 

图7：吉利汽车月度批发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申港证券研究所 

比亚迪 3 月份销量同比 2019 年下降 12.8%。比亚迪 2021 年 3 月份销量为 4.1 万

辆，同比 2019 为-11%，同比 2020 为 33%。分车型看，新能源乘用车 3 月销量为

2.3 万辆，同比 2019 为-20%，新能源商用车 3 月销量为 832 辆，同比 2019 为-

2.5%，燃油车 3 月销量为 1.7 万辆，同比 2019 为-0.9%。2021 年 1-3 月份，比亚

迪累计销量为 10.41 万辆，同比 2019 为-11.4%，同比 2020 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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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比亚迪月度批发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申港证券研究所 

3.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总体来看，汽车行业随着疫情好转和各项刺激政策加持，行业触底反弹态势明朗，

景气度持续回升，未来产销有望持续向上。考虑到汽车行业目前整体情况，建议关

注低估值的行业龙头特别是低估零部件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节能、新能源和智

能网联等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商用车、后市场等领域的潜在机会。 

整车板块： 

 长期看好技术领先和产品结构完善的龙头企业，如比亚迪、吉利汽车、广汽集团、

长安汽车、上汽集团等； 

 重卡、皮卡、冷藏车等细分市场的增长潜力，如中国重汽、长城汽车、福田汽车

等。 

零部件及后市场板块： 

 技术领先的成长性龙头，如华域汽车、均胜电子、星宇股份、潍柴动力、中鼎股

份、湘油泵、华阳集团等； 

 “国内大循环”带来的国产替代机会，如万里扬、三花智控等； 

 强势整车企业（特斯拉、大众、吉利）对核心零部件的拉动效应，如新泉股份、

拓普集团、旭升股份、常熟汽饰等； 

 标准法规进步带来的技术革新机会，如国六排放领域的奥福环保、艾可蓝等，节

能降耗领域的潍柴集团、威孚高科等。 

结合目前市场基本情况，我们本周推荐投资组合如下： 

表1：本周推荐投资组合 

公司 权重 

湘油泵 20% 

中鼎股份 20% 

星宇股份 2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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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权重 

拓普集团 20% 

广汇汽车 20%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4. 市场回顾 

截至 4 月 9 日收盘，汽车板块下跌 0.9%，沪深 300 指数下跌 2.4%，汽车板块跌幅

少于沪深 300 指数 1.5 个百分点。 

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幅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18 位，排名居中。

年初至今跌幅达 7.2%，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22 位。 

图9：各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0：各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从估值来看，汽车行业估值水平自疫情以来延续整体上扬态势，板块估值水平随着

业绩好转，整体向合理区间回归。截至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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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TTM 估值：汽车板块整估值水平平稳，随行情企稳略有提升。申万汽车整体

为 29.4 倍，乘用车、商用载货车、商用载客车、汽车零部件和汽车服务板块分别

为 34.8 倍、37.2 倍、61.5 倍、27.2 倍和 16.0 倍。从数值上看整体 PE 位于历史

高位，虽然随业绩好转有修复，但我们认为仍有去年行业整体业绩不及以往的影

响，并不能代表真实估值水平。 

 PB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 PB 为 2.2 倍，乘用车、商用载货车、商用载客车、

汽车零部件和汽车服务板块分别为 2.21 倍、2.07 倍、1.80 倍、2.32 和 1.22 倍，

处于历史高位。 

图11：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E-TTM)  图12：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B)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子板块周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1.9%)，商用载货车(-3%)，商用载客车(0.3%)，汽

车零部件(-0.8%)，汽车服务(5%)。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15.2%)，

商用载货车(14%)，商用载客车(-16.6%)，汽车零部件(-3.7%)，汽车服务(3%)。 

图13：子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图14：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本周汽车板块股价涨跌幅前五名分别为：阿尔特、蠡湖股份、小康股份、飞龙股份、

北汽蓝谷。涨跌幅后五名分别为：*ST 众泰、宁波华翔、长城汽车、爱柯迪、福耀

玻璃。 

图15：本周行业涨跌幅前十名公司  图16：本周行业涨跌幅后十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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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5. 行业重点数据 

5.1 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分析 

2021 年 2 月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数据相继公布，由于 2020 年 2 月因疫

情原因导致基数很低，各类汽车产销同比 20 年均出现大幅增长。从同比 19 年数据

看，消费需求稳步恢复，汽车产业延续了较好的发展态势。 

 汽车产销受低基数影响同比大增，相对 19 年表现依旧平稳，恢复潜力尚在。2021

年 2 月，汽车产销 150.3 万辆和 145.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2 倍和 3.6 倍，环

比分别下降 37.1%和 41.9%。1-2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9.0万辆和 395.8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88.9%和 76.2%。与 2019 年数据相比，汽车产销略有增长，同比

增长 2.9%和 2.7%，与 2018 年数据相比，汽车产销同比下降 11.5%和 12.6%。

本月产销同比呈现大幅增长的原因有两点，一是 2020 年 2 月受疫情影响导致产

销基数水平较低，二是当前市场需求仍在恢复，低于 2018 年产销，说明恢复空

间尚在。 

 库存情况：2021 年 2 月汽车经销商库存系数为 1.68，环比上涨 9.8%，在去年受

疫情影响基数较低的情况下，同比大幅下滑 88.6%，库存指数位于警戒线之上。

今年就地过年政策对节前返乡购车潮有一定压制，市场需求、客流量均有所下滑，

再加之 2 月份假期，经销商进车任务量较少，库存压力上升主要由于销量降低导

致，3 月为一季度末，经销商提车任务量也会随之增加。随着两会召开，稳定和

扩大汽车消费的政策仍是主流，预计市场销量会保持增长。 

图17：月度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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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8：历年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19：经销商库存系数及预警指数 

 
资料来源：流通协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5.2 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车产销情况分析 

乘用车： 

2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16.2 万辆和 115.6 万辆，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4.8 倍和

4.1 倍。环比分别下降 39.1%和 43.5%。1-2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07.2 万辆

和 320.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7.0%和 74.0%，但与 2019 年数据相比，乘用车产

销呈现下降，同比分别下降 2.2%和 1.4%，表现相对弱于商用车，仍在持续恢复中。 

 乘用车销量持续增长，头部效应明显。从乘用车四类车型产销情况来看：SUV 产

销大于轿车，且四类车型受同期基数较低的影响，均呈现出大幅增长。 

 自主品牌批发份额回升，零售份额微降。自主品牌方面，2 月自主品牌零售量为

49.6 万辆，同比增长 3.2 倍，环比 1 月下降 45%，相对 2019 年 2 月下降 5.1%。

自主品牌批发市场份额 42.9%，较同期份额下降 9.5%；但国内零售份额 38.8%，

同比微增 0.1 个百分点。部分国有自主表现超强，长安、红旗、长城、奇瑞、蔚

来等品牌同比高增长。1-2月，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136.2万辆，同比增长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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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份额为 42.6%，与 19 年数据相比，同比增长 0.4%，市场份额提升 0.7 个百

分点，与 18 年相比同比下降 22.9%，市场份额下降 2.4 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21 年我们认为在消费升级带来的换购需求及不断更新的全新产品刺激

下，乘用车市场将继续实现恢复性增长，同比增速有望接近 10%，超 2200 万辆。 

图20：月度乘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1：乘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 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商用车： 

2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4.0 万辆和 29.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8 倍和 2.5 倍，

环比分别下降 28.8%和 34.8%，低于乘用车增速。1-2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81.8

万辆和 75.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6.3%和 86.2%，与 2019 年数据相比，商用车产

销同比增长 27.9%和 24.5%，分车型产销情况看，受基数较低的因素的支撑，货车、

客车产销同比均呈现较大幅度增长。 

 货车贡献持续增长，继续刷新历史记录。货车产销分别完成 31.4 万辆和 27.5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290.6%和 250.2%，其中重型货车本月产销分别完成 14.4 万

辆和 11.8 万辆，刷新当月产销历史记录，且数量超过轻型货车。1－2 月，货车

产销分别完成 75.7 万辆和 69.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9.6%和 87.8%。 

 客车产销持续恢复。客车板块总体产销分别完成 2.6 万辆和 2.4 万辆，产销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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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增长 192.6 和 206.7%，环比分别下降 25.3%和 33.2%。从累计产销来看，

1-2 月份客车产销分别完成 6.1 万辆和 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2.9%和 69.1%。 

总体来看，2021 年 2 月商用车市场实现了快速增长，2021 年 2 月以销量 29.9 万

辆的成绩位居近四年 2 月的最高位。21 年上半年商用车受需求递延及客车市场景

气度恢复有望维持增长，但全年看在 20 年需求透支的压力下，实现增长难度较大，

我们预计全年商用车市场销量约为 460 万辆，同比下降约 10%。 

图22：月度商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23：商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车： 

2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 万辆和 1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2 倍和 5.8

倍，本月中新能源汽车已连续 8 个月刷新当月产销历史记录。1-2 月份，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31.7 万辆和 28.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9 倍和 3.2 倍。其中纯电

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7.3 万辆和 24.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6 倍和 3.6 倍；插电

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4 万辆和 4.6 万辆，同比分别 1.7 倍和 1.8 倍；燃料

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9 辆好 91 辆，同比分别下降 59.3%和 46.8%。 

 新能源汽车势头延续。2 月，新能源乘用车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3 万

辆和 8.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4 倍和 6.3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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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和 1.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4 倍和 5.96 倍；新能源商用车中，纯电动产销

分别为 0.4 万辆和 0.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99 倍和 1.44，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0.02 万辆和 0.01 万辆，销量同比增长 2.76 倍。 

总体来看，新能源汽车市场顶住疫情压力，在政策和车企的多方努力下创历史新高。

21 年在延后的促消费政策刺激、碳排放约束、双积分政策助力及车企加速新品推

出等多方因素刺激下有望维持高增长，预计全年销量将接近 200 万台。 

图24：月度新能源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5.3 乘联会周度数据 

零售：3 月第二周的市场零售达到日均 4.0 万辆，同比 2019 年 3 月的第二周增长

2%，表现相对平稳。 

表2：乘用车主要厂家 3 月周度日均零售数量和同比增速 

 1-7 日 8-14 日 15-21 日 22-28 日 29-31日均 全月 

19 年 34339 39032 43472 72215 76709 50114 

20 年 16666 20978 25250 51740 56057 31310 

21 年 35082 39828 45772 74889 40224 51441 

21 年同比 19 年 2% 2% 4% -1% 3% 1% 

环比 1 月同期 -26% -25% -25% -17% -25% -21%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批发：2021 年 3 月第四周的日均厂商批发销量是 7.5 万辆，同比 2019 年 3 月下降

1%，稍低于 2019 年 3 月初走势。 

表3：乘用车主要厂家 3 月周度日均批发数量和同比增速 

 1-7 日 8-14 日 15-21 日 22-28 日 29-31日均 全月 

19 年 39052 46298 50637 77866 82317 56256 

20 年 12620 15496 22925 51907 56544 28719 

21 年 40318 45677 46644 70978 44348 52999 

21 年同比 19 年 3% -1% -8% -10% -2% -6% 

环比 1 月同期 -10% -2% -11% -12% -8% -9%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100

-50

0

50

100

150

200

0

5

10

15

20

25

30 新能源车产量（万辆）
新能源车销量（万辆）
新能源车产量当月同比（%）
新能源车销量当月同比（%）



汽车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6 / 19 证券研究报告 

6. 行业新闻 

6.1 车企动态 

智己汽车公布“数字资产”开采方式 

4 月 6 日，智己汽车全球首创的 CSOP 用户数据权益计划正式公布了用户数字资产

“原石”的两大开采方式，率先树立起“用户数据价值确权”的行业标杆。这表明，

智己汽车以 CSOP 用户数据权益计划领跑“用户共享公司发展红利”的新规则，已

经准备就绪，按下了正式运营的倒计时键。 

现代暂停 Ioniq 5 和 Kona 生产 

4 月 7 日，韩国现代汽车表示，由于芯片短缺，该公司将暂停位于首尔东南 414 公

里处的韩国蔚山第一工厂的运营，该工厂负责生产 Ioniq 5 纯电动车以及 Kona 紧

凑型 SUV。 

蔚来汽车第 10 万辆量产车下线 

4 月 7 日，蔚来汽车第 10 万辆量产车在江淮蔚来工厂下线。官方数据显示，从 2018

年 5 月 27 日蔚来汽车量产首款 ES8 算起，至 2020 年 7 月 18 日第 5 万辆量产车

下线一共用了 26 个月，从 5 万辆到 10 万辆一共用了 9 个月。目前，蔚来汽车旗下

有 ES6、ES8、EC6 以及 ET7 四款车型在售，其中 ET7 计划明年正式交付。 

长安汽车与四维图新合作高精度地图服务 

4 月 8 日，长安汽车与四维图新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双方将围绕自动驾驶

领域展开深入的合作研究，共同探索和规划在汽车中使用的场景和集成应用方案，

加速实现高级别自动驾驶落地。根据协议，双方将基于四维图新现有的先进产品技

术，共建联合创新中心，围绕自动驾驶，在公共道路、地下停车场等高精度地图服

务方面开展合作；并向长安汽车开放 AR 导航、AR-HUD 算法、车道级导航、导航

HMI 渲染领域的核心技术。双方共同研究及开发行业领先自动驾驶地图技术和产品，

共同拓展 L4 级及以上自动驾驶商业模式的创新。此外，双方将在汽车电子芯片和

高精度地图应用等方向，展开前沿技术的深入合作与研究。 

6.2 产业链动态 

SK 海力士或为博世供应车用芯片 

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SK hynix Inc.）正与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

博世（Robert Bosch GmbH）就车用芯片的供应进行谈判。电动和联网汽车时代可

能会为芯片企业带来新的商业机会。 

Waymo CEO 官宣离职 

近日，Waymo 首席执行官 John Krafcik 表示，他将辞去 Waymo 首席执行官一职，

他的职位目前是谷歌自动驾驶汽车项目的创始人 Dmitri Dolgov 和首席运营官

Tekedra Mawakana 接替，由他们担任联合 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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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政策法规 

工信部智能网联汽车准入管理征求意见 

工信部 4 月 7 日发布消息，为加强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推动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编制了《智能网

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指南》指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应满足企业安全保障能力要求，针

对车辆的软件升级、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建立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建立健全企

业安全监测服务平台，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一致性。同时，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

应遵守网络安全法律法规规定，建立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采

取必要的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有效应对网络安全事件，保护车辆及其联网设

施免受攻击、侵入、干扰和破坏。 

拟立法 智能网联汽车不得泄露敏感信息 

近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了解到，为加强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

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组

织编制了《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

意见提到，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应依法收集、使用和保护个人信息，实施数据分

类分级管理，制定重要数据目录，不得泄露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在境内存

储。因业务需要，确需向境外提供的，应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备。 

6.4 一周新车 

序号 生产厂商 车型 级别及类别 上市时间 

1 上汽乘用车 荣威 RX5 plus A 级 SUV 2021/4/6 

2 奇瑞汽车 捷途 X90 A 级 SUV 2021/4/7 

3 比亚迪 秦 Plus EV A0 NB 2021/4/7 

4 上汽通用五菱 宏光 MINIEV 马卡龙 A00 级 NB 2021/4/8 

5 长安汽车 欧尚 X7 Geeker A0 级 SUV 2021/4/9 

6 一汽丰田 亚洲狮 B 级 NB 2021/4/10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7. 风险提示 

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汽车产业刺激政策落地不及预期； 

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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