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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7 月乘用车批发同比-8.2%，头部自主品牌与新能源车
表现超强 
 

乘联会发布数据：7 月乘用车批发销量 150.7 万辆，同比-8.2%，环比-1.9%，
较 19 年 7 月同比-1.0%；零售销量 150.0 万辆，同比-6.2%，环比-4.9%，较
19 年 7 月同比+1%。 

7 月销量增速有所回升，头部自主品牌表现超强。7 月乘用车批发销量 150.7
万辆，同比-8.2%，环比-1.9%，较 19 年 7 月同比-1.0%；零售销量 150.0 万
辆，同比-6.2%，环比-4.9%，较 19 年 7 月同比+1%；批发销量与历年平均月
度环比增速相对正常，同比增速相较 6 月有所回升。分品牌看：（1）7 月
豪华品牌零售 20 万辆，同比-18%，环比 6 月-21%，但较 19 年 7 月同比仍
+7%，继续保持结构稳定特征；（2）主流合资品牌零售 67 万辆，同比-19%，
环比 6 月-7%，较 19 年 7 月同比-15%；（3）自主品牌零售 64 万辆，同比
+20%，环比 6 月+5%，较 19 年 7 月同比+23%，头部自主品牌产业链韧性强，
较有效地化解了芯片短缺压力，且在新能源获得明显增量，比亚迪、广汽埃
安、长安、红旗、奇瑞等品牌同比均呈大幅增长。 

新能源汽车持续高景气，全年销量有望超过 260 万辆。7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
发销量 24.6 万辆，同比+202.9%，环比 6 月+5.1%。其中插电混动销量 4.7
万辆，同比+196%；纯电动批发销量 19.8 万辆，同比+205%。新能源车批发
破万的企业有比亚迪约 5.0 万辆，特斯拉中国约 3.3 万辆，上通五菱约 2.7
万辆，上汽乘用车约 1.3 万辆，广汽埃安约 1.1 万辆。蔚来、理想、小鹏等
新势力销量表现同样优秀。7 月新能源汽车批发渗透率达 16.3%，呈现加速
提升趋势，自主品牌中新能源车渗透率 28.4%，远高于主流合资品牌的 2.1%。 

7 月消费指数环比上升，经销商库存继续去化。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 月
汽车消费指数 59.6，同比-1.2%，环比+4.0%；7 月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52.3%，
同比-10.4PCT，环比-3.8PCT，经销商库存水平处于低位，补库动力较强。 

对 8 月车市的展望：7 月乘用车销量同比负增长，其中既有芯片短缺带来的
供给层面因素，也有去年疫情后需求集中释放导致销量基数较高的原因。8
月开始，随着芯片短缺问题逐步缓解，行业有望进入加库阶段，库存、厂家
生产量与批发量有望同步上升。此外，近期商务部提出将全链条着眼促进汽
车消费等政策，有助于下半年汽车消费恢复增长。 

投资建议：（1）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民营自主品牌：【长城汽车（A+H）、
吉利汽车（H）】；（2）做全栈研发，布局智能电动的新势力：【小鹏汽
车、理想汽车、蔚来】；（3）机制体制改革，拆分智能电动板块单独运营
的国有自主车企：【广汽集团、长安汽车、上汽集团】；（4）华为智能汽
车产业链具备中长期投资价值：【广汽集团、长安汽车、北汽蓝谷、小康
股份、均胜电子、中科创达（计算机组覆盖）、德赛西威、银轮股份】等；
（5）零部件板块关注基本面扎实且估值合理，伴随电动智能浪潮，有望戴
维斯双击的细分领域龙头：【拓普集团、保隆科技、天润工业、旭升股份、
福耀玻璃、常熟汽饰、富临精工、爱柯迪、星宇股份、伯特利、华域汽车】
等。 

风险提示：行业景气度下降，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芯片短缺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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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月销量增速有所回升，头部自主品牌表现超强 

7 月整体销量增速有所回升：由于去年 7 月的疫情影响已经大为缓解，基数相对合理，因此
可以用于对比 2020 年的走势分析。7 月乘用车批发销量 150.7 万辆，同比-8.2%，环比-1.9%，
较 19 年 7 月同比-1.0%；零售销量 150.0 万辆，同比-6.2%，环比-4.9%，较 19 年 7 月同比
+1%。批发销量与历年平均月度环比增速相对正常，同比增速相较 6 月有所回升。 

图 1：乘用车零售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乘联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乘用车批发销量（万辆） 

 

资料来源：乘联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月内来看，日均销量逐渐向好。据乘联会，由于部分厂商提早进入休假周期等因素影响，7

月第 1 周日均批发 2.9 万辆，同比-18%，走势相对放缓。7 月第 2 周日均批发 3.4 万辆，同
比-21%，走势相对偏低。7 月第 3 周日均批发 4.2 万辆，同比-9%，走势稍有改善。7 月第 4

周日均批发 9.3万辆，同比-2%，走势相对稍弱。7月全月的日均批发达到 4.6万辆，同比-11%，
下降幅度较 1-3 周收窄。 

7 月整车企业产销相对低迷，部分厂商提早进入休假周期，加之芯片影响仍是分化明显，因
此同比下降较大。但自主车企总体较强，因此环比批发表现相对较好。 

表 1：2019、2020、2021 年 7 月份主要厂商乘用车日均批发销量（单位：辆） 

时间 1-6 日 7-14 日 15-20 日 21-31 日 月度 

2019 年 2.9 3.8 4.1 8.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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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6 4.2 4.7 9.5 5.1 

2021 年 2.9 3.4 4.2 9.3 4.6 

2021 同比 -18% -21% -9% -2% -11% 

资料来源：乘联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7 月轿车、SUV、MPV 批发销量分别为 71.9 万辆、70.7 万辆和 8.1 万辆，同比分别为-7.2%、
-8.7%、-12.7%；环比分别为-2.0%、-3.5%及 15.7%。 

图 3：轿车、SUV、MPV 批发销量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乘联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头部自主品牌表现超强：分品牌看：（1）7 月豪华品牌零售 20 万辆，同比-18%，环比 6

月-21%，较 19 年 7 月同比+7%，继续保持结构稳定特征，体现消费升级的高端换购需求仍
旧旺盛，竞争影响不大；（2）主流合资品牌零售 67 万辆，同比-19%，环比 6 月-7%，较
19 年 7 月同比-15%，美系市场零售份额达到 9.1%，同比下降 0.5 个百分点，表现较好；（3）
自主品牌零售 64 万辆，同比+20%，环比 6 月+5%，较 19 年 7 月同比+23%，头部自主品牌
产业链韧性强，较有效地化解芯片短缺压力，且在新能源获得明显增量，比亚迪、广汽埃
安、长安、红旗、奇瑞等品牌同比均呈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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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豪华车单月销量走势（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乘联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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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国 2012-2021 年前 20 名车企所占市场份额（%，截止 2021 年 6 月） 

 

资料来源：中汽协，天风证券研究所 

新能源汽车持续高景气，全年销量有望超过 260 万辆。7 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 24.6 万
辆，同比+202.9%，环比 6 月+5.1%。其中插电混动销量 4.7 万辆，同比+196%；纯电动批发
销量 19.8 万辆，同比+205%。7 月电动车高端车型销量强势增长，中低端走势较强。新能源
车批发破万的企业有比亚迪约 5.0 万辆，特斯拉中国约 3.3 万辆，上通五菱约 2.7 万辆，上
汽乘用车约 1.3 万辆，广汽埃安约 1.1 万辆。蔚来、理想、小鹏等新势力销量同比及环比表
现同样优秀。7 月新能源汽车批发渗透率达 16.3%，呈现加速提升趋势，自主品牌中新能源
车渗透率 28.4%，远高于主流合资品牌的 2.1%。 

图 6：新能源乘用车月度销量（万辆）  图 7：新能源乘用车月度销量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乘联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乘联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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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车企发布 7 月产销快讯： 

（1）上汽集团：7 月销量 35.3 万辆，同比-23.0%，环比+7.3%；较 19 年 7 月同比-23.0%。 

图 8：2015-2021 上汽集团总销量及增速（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2）长城汽车：7 月销量 9.16 万辆，同比+16.9%，环比-9%；较 19 年 7 月同比+51.7%。 

图 9：2015-2021 长城汽车月度总销量及增速（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3）长安汽车：7 月销量 17.8 万辆，同比+7.9%，环比+2.8%；较 19 年 7 月同比+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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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2015-2021 长安汽车月度总销量及增速（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4）吉利汽车：7 月销量 10.0 万辆，同比-5.6%，环比-0.9%；较 19 年 7 月同比+8.6%。 

图 11：2015-2021 吉利汽车月度总销量及增速（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5）广汽集团：7 月销量 18.1 万辆，同比-1.8%，环比+8.7%；较 19 年 7 月同比-1.8%。 

图 12：2015-2021 广汽集团月度总销量及增速（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公司公告，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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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月车市展望 

7 月汽车消费指数略有上升，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52.3%。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7 月汽车
消费指数 59.6，同比-1.2%，环比+4.0%；7 月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 52.3%，同比-10.4 PCT，
环比-3.8PCT，库存预警指数仍位于荣枯线之上。 

图 13：汽车消费指数  图 14：经销商库存预警系数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天风证券研究所 

对 8 月车市的展望： 7 月乘用车销量同比负增长，其中既有芯片短缺带来的供给层面因素，
也有去年疫情后需求集中释放导致销量基数较高的原因。8 月开始，随着芯片短缺问题逐
步缓解，行业有望进入加库阶段，厂家生产与批发量有望上升。同时，近期商务部提出将
全链条着眼促进汽车消费等政策，有助于下半年汽车消费恢复增长。 

 

3. 投资建议 

从 7 月车市看，电动智能汽车产业链持续高景气，头部自主品牌表现较强。建议关注： 

（1）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民营自主品牌：【长城汽车（A+H）、吉利汽车（H）】； 

（2）做全栈研发，布局智能电动的新势力：【小鹏汽车、理想汽车、蔚来】； 

（3）机制体制改革，拆分智能电动板块单独运营的国有自主车企：【广汽集团、长安汽车、
上汽集团】； 

（4）华为智能汽车产业链具备中长期投资价值： 

①与华为 HI 联合打造子品牌的车企：【广汽集团、长安汽车、北汽蓝谷】； 

②与华为有战略合作的车企：【长城汽车、吉利汽车、上汽集团】； 

③三合一电机+Hicar+音响+华为智选合作车企：【小康股份】； 

④华为智能座舱合作伙伴：【中科创达（计算机组覆盖）、德赛西威、均胜电子】； 

⑤华为热管理 TMS 潜在合作伙伴：【银轮股份、三花智控（家电组覆盖）、海立股份、奥
特佳】等； 

（5）零部件板块关注基本面扎实且估值合理，伴随电动智能浪潮，有望戴维斯双击的细分
领域龙头：【拓普集团、保隆科技、天润工业、旭升股份、福耀玻璃、常熟汽饰、富临精
工、爱柯迪、星宇股份、伯特利、华域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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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提示 

汽车行业景气回暖不及预期，汽车消费刺激政策落地效果不及预期，芯片短缺影响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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