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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空渐出 估值合理 关注汽车零部件板

块机会 
——汽车行业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利空渐出 估值合理 关注汽车零部件板块机会 

边际变化：乘用车批发零售拐点初现 补库将至 

 汽车板块近期随着缺芯改善，产销状况变化初现。10 月前两周环比 9 月同期

增长 10%。预计芯片供给较上月环比改善 20-30%，产销进入改善区间。 

 库存消纳明显，逐步进入补库存周期。8 月库存数达到 70.4 万的最低值， 9

月已经开始有环比改善迹象。随着供给逐步改善叠加年底车企/经销商冲量的预

期，行业预计逐步将进入补库周期。 

板块机会：汽车零部件板块承压表现较弱 估值处于合理位置 

 从涨跌幅角度，汽车板块总体年初至今涨幅 15.7%，乘用车上涨 36.9%大幅跑

赢行业，汽车零部件承压表现较弱，年内仅上涨 7.3%。 

 从估值角度看，汽车零部件板块目前 PE-TTM 估值 24.75X，处于 5 年内

60.55%分位，位于相对合理区间。部分公司逐步转型向电动化、智能化，已经

突破 20-30X 的传统估值区间，有望带动板块整体估值中枢上移。 

利空渐出：缺芯和原材料涨价的不利情况逐步消纳，零部件迎来布局机会 

汽车零部件板块作为行业中游板块，上游受原材料波动影响、下游受缺芯导致的汽

车整车企业需求限制，年内承压明显。 

 外资产业链受缺芯影响较大。以大众、丰田为代表的外资车企对缺芯应对不

足，外资和海外业务占比高的企业受影响较大。 

 汽车金属加工业等原材料占比较高的公司受涨价影响较大。截止 8 月中旬高

点，汽车行业常用的铜/铝/螺纹钢/橡胶分别上涨 41%/51%/49%/8%。业内原材

料占比较高的金属加工、汽车内饰件（注塑件）等公司业绩受压制显著。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随着缺芯逐步缓解和原材料价格企稳，目前估值较为合

理的汽车零部件板块将迎来布局机会。建议关注板块内受压制较为明显的白马龙

头如华域汽车、福耀玻璃、星宇股份等；外资产业链占比较高的均胜电子、明新旭

腾；原材料占比较高的伯特利、新泉股份、湘油泵等。 

 

市场回顾：  

截至 10 月 22 日收盘，汽车板块上涨 1.7%，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6%，汽车板块

涨幅高于沪深 300 指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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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位。年初至今上

涨 15.7%，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7 位。 

乘用车(+3.6%)，汽车零部件(+0.7%)，商用载客车(+0%)，商用载货车(-1.9%)，汽

车服务(-2.7%)。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36.9%)，汽车服务(+8.2%)，汽车零部件

(+7.5%)，商用载货车(-9.3%)，商用载客车(-30%)。 

 涨跌幅前五名：泉峰汽车、富临精工、金鸿顺、*ST 众泰、神驰机电。 

 涨跌幅后五名：阿尔特、川环科技、ST 八菱、模塑科技、新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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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平均市盈率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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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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建议关

注缺芯问题改善阶段整车及传统零部件企业的机会。因此我们建议关注：具有竞

争力的整车企业：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吉利汽车、比亚迪等；零部件板块的优质

企业：福耀玻璃、拓普集团、双环传动、明新旭腾、伯特利、星宇股份、中鼎股份、

湘油泵等；受产销波动影响不明显，增长确定性较强的技术服务企业：中国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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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客车等。  

本周推荐组合：福耀玻璃 20%、长安汽车 20%、双环传动 20%、中国汽研 20%

和明新旭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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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等关键原材料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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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周一谈：利空渐出 估值合理 关注汽车零部件板块机会 

边际变化：乘用车批发零售拐点初现 补库将至 

汽车板块今年以来受到缺芯影响，行业持续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3-8 月产销量环

比均处于下行态势，并出现了罕见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产销失衡状态。近期随着

缺芯逐步改善，产销状况变化初现： 

 产销进入改善区间：中汽协月度数据 9 月汽车环比分别增加 20.3%和 14.9%，受

芯片影响较大的乘用车板块，产量环比增长 18.1%，销量环比增长 12.8%。乘联

会周度数据显示，乘用车 10 月第二周零售端环比 9 月增长 15%，批发端环比增

长 38%，10 月前两周环比 9 月同期增长 10%。产量/批发端的环比改善是生产供

给转好的迹象，乘联会预计芯片供给较上月环比改善 20-30%，随着逐步向销售

端传导，销量可实现环比增长，总体看产销进入改善区间。 

图1：2021 年内月度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库存消纳明显，逐步进入补库存周期。Wind 数据显示，2021 年内汽车库存一直

处于同期低位区间，8 月库存数达到 70.4 万的最低值，终端已经无过量库存供消

化，9 月已经开始有环比改善迹象。同时 9 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24，

同比下降 20.5%，环比下降 9.5%，库存系数仍在警戒线下方，表明库存仍处于

相对低位。随着供给逐步改善及，叠加年底车企/经销商冲量的预期，行业预计逐

步将进入补库周期。 

图2：汽车库存数量（万辆）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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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机会：汽车零部件板块承压表现较弱 估值处于合理位置 

汽车板块总体年初至今涨幅 15.7%，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7 位，表现跑赢沪

深 300，但板块内部分化较为明显，各版块估值水平也处于历史不同水平。 

 乘用车大幅跑赢行业，汽车零部件承压表现较弱。各子板块中，乘用车最先受市

场复苏影响，边际改善最为显性，年初至今大幅跑赢沪深 300 及行业平均，且板

块受电动智能化带动，估值体系有变化，年初至今涨幅达 36.9%。汽车零部件板

块受缺芯及原材料上涨压力，业绩表现一般，仅上涨 7.3%。 

图3：乘用车及汽车零部件板块年走势  图4：汽车各子板块年内至今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零部件估值有优势，改善值得期待，尚有中枢提升预期。从估值角度看，乘用车

板块 PE-TTM 和 PB 估值均已处于 5 年内较高分位水平，虽然有部分受电动、智

能转型的头部公司带动，但仍处于相对高位，后续需要业绩兑现来消化估值；汽

车零部件板块目前 PE-TTM 估值 24.75X，处于 5 年内 60.55%分位，位于相对合

理区间。另外，汽车零部件板块部分汽车零部件公司逐步转型向电动化、智能化，

估值水平已经突破 20-30X 的传统估值区间，有望带动板块整体估值中枢上移，

板块整体上行仍有空间。 

表1：汽车各子板块 5 年内 PE-TTM 和 PB 估值水平 

 PE-TTM 5 年 PE 分位 PB 5 年 PB 分位 

乘用车 43.41 97.66% 3.32 98.83% 

汽车零部件 24.75 60.55% 2.43 67.58% 

汽车服务 18.53 29.69% 1.29 39.45% 

商用车载货车 18.62 0.78% 1.5 68.75% 

商用载客车 53.57 96.48% 1.52 5.86%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利空渐出：缺芯和原材料涨价的不利情况逐步消纳，零部件迎来布局机会 

汽车零部件板块作为行业中游板块，上游受原材料波动影响、下游受缺芯导致的汽

车整车企业需求限制，年内承压明显。 

 外资产业链受缺芯影响较大。以大众、丰田为代表的外资车企由于其供应链惯性

较大，在应对芯片短缺上相对自主品牌车企弹性不足，导致受缺芯影响显著。9 月

大众、通用、丰田、本田在华合资企业的同比销量降幅在 23%-50%的区间，一汽

-大众降幅达到了 48.6%。受此影响，与合资车企合作的外资产业链公司如华域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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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均胜电子、明新旭腾等公司业务受影响较为明显。 

 汽车金属加工业等原材料占比较高的公司受涨价影响较大。今年以来，随着疫情

好转，大宗商品出现了大幅上涨，截止 8 月中旬高点，汽车行业常用的铜/铝/螺

纹钢/橡胶分别上涨 41%/51%/49%/8%。受此影响，业内原材料占比较高的金属

加工、汽车内饰件（注塑件）等公司业绩受压制显著。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随着缺芯逐步缓解和原材料价格企稳，目前估值较为合理

的汽车零部件板块将迎来布局机会。建议关注板块内受压制较为明显的白马龙头如

华域汽车、福耀玻璃、星宇股份等；外资产业链占比较高的均胜电子、明新旭腾；

原材料占比较高的伯特利、新泉股份、湘油泵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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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看，汽车行业受芯片短缺及原材料

价格上涨压力明显，但芯片影响有逐步改善的趋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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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拓普集团、

文灿股份、旭升股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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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周推荐投资组合 

公司 权重 

福耀玻璃 20% 

长安汽车 20% 

双环传动 20% 

中国汽研 20% 

明新旭腾 20%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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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回顾 

截至 10 月 22 日收盘，汽车板块上涨 1.7%，沪深 300 指数上涨 0.6%，汽车板块

涨幅高于沪深 300 指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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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位。年初至今上

涨 15.7%，在申万 28 个板块中位列第 7 位。 

图5：各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6：各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截至 10 月 22 日： 

 PE-TTM 估值：汽车板块整体估值水平较为平稳，估值水平总体略有下降，仍处

于历史较高分位。申万汽车整体为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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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倍、18.6 倍、53.6 倍、24.8 倍和 18.5

倍。从数值上看整体 PE 略有提高，各细分板块涨跌不一，仍有受盈利水平不及

以往导致估值偏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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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B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 PB 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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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倍、1.5 倍、1.52 倍、2.43 倍和 1.29 倍，

整体随股价调整略有回升。 

图7：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E-TTM)  图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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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汽车零部件(+0.7%)，商用载客车(+0%)，

商用载货车(-1.9%)，汽车服务(-2.7%)。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分别为：乘用车(+36.9%)，汽车服务(+8.2%)，汽车零部件

(+7.5%)，商用载货车(-9.3%)，商用载客车(-30%)。 

图9：子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图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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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峰汽车、富临精工、金鸿顺、*ST 众泰、神驰

机电。涨跌幅后五名：阿尔特、川环科技、ST 八菱、模塑科技、新泉股份。 

图11：本周行业涨跌幅前十名公司  图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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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业重点数据 

4.1 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分析 

2021 年 9 月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数据公布，总体产销同比继续下降，

但环比已经改善。供给端，前期因受东南亚疫情影响导致的缺芯已经有缓解迹象，

产销量较 8 月有所回升，但供应链风险仍为完全解除，全球范围内减产压力尚在。

需求端，库存已经处于低位，终端市场需求平稳，累计销量同比 19 年呈现微增。

分车型看，新能源表现持续亮眼，当月产销继续刷新记录；商用车市场受国六政策

切换有所波动，但轻客仍保持快速增长。此外，本月汽车出口也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单月出口量再创新高。随着疫情预期好转，缺芯状况有望迎来改善，行业将进入补

库存阶段，产销有望环比继续改善。 

 总体产销：同比高基数压力尚在，环比大幅改善。9 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207.6

万辆和 206.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7.9%和 19.6%，环比分别增加 20.3%和 14.9%，

较 8 月呈回升态势。同比 19 年，产销同比分别下降 6%和 9%。1-9 月，我国汽

车累计产销分别完成 1824.2 万辆和 1862.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和 8.94%，

增幅比 1-8 月回落 3.9 个百分点和 4.8 个百分点。随着疫情预期好转，缺芯状况

有望迎来改善，产销情况进一步改善。 

 库存情况：库存消纳明显，逐步进入补库存周期。9 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

为 1.24，受到芯片短缺问题影响车市供给不足，同比下降 20.5%，环比下降 9.5%，

库存系数仍在警戒线下方；同期经销商预警指数为 50.9%，同比下降 5.7%，环

比下降 1.5%，位于荣枯线之上。 

 出口情况：汽车出口表现不俗。9 月，汽车企业出口 17.3 万辆，环比下降 7.5%，

同比增长 74%。1-9 月，汽车企业出口 136.2 万辆，同比增长 1.2 倍。分车型看，

9 月，乘用车出口 13.5 万辆，环比下降 12.6%，同比增长 78.4%；商用车出口

3.8 万辆，环比增长 16.2%，同比增长 60.2%。 

图13：月度汽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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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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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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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车产销情况分析 

乘用车： 

9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176.7万辆和175.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3.9%和16.5%。

产量环比增长 18.1%，销量环比增长 12.8%。相比 19 年，产销同比下降 5.4%和

9.5%。1-9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465.8 万辆和 1486.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0.7%和 11%，增幅比 1-8 月继续回落 4.5 和 5 个百分点。 

 乘用车产销环比改善明显，缺芯有缓解迹象，看好持续回暖态势。乘用车板块压

力仍旧主要来自于缺芯，同比受高基数影响仍旧维持高位，但环比 8 月已经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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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幅的改善。前期影响较大的东南亚地区特别是马来西亚疫情确诊人数已经跨

越峰值逐步回落，芯片供给已经步入改善通道，预计将在未来 2-3 月在乘用车产

销端有所体现。 

 自主品牌把握缺芯窗口期和新能源加速渗透的机遇，依托灵活的供应链策略，份

额持续提升。9 月自主品牌零售 82.1 万辆，同比增长 3.7%，环比 8 月增长 17%，

当月市场份额达到 46.9%，累计市场份额 43.3%，仍处于上升通道。年内，自主

品牌依托灵活的供应链策略，相对有效地化解了芯片短缺压力，变不利为有利，

同时在新能源获得明显增量，因此比亚迪、长城、广汽等传统车企及其新能源品

牌均呈高增长态势。 

总体来看，9 月主要受芯片短缺影响，总体表现符合预期，持续领先汽车行业总体，

自主品牌份额提升将会是未来乘用车市场的最大看点。考虑到东南亚疫情好转，芯

片供应有望改善，我们维持全年乘用车 2200 万辆销量的判断。 

图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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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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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1 万辆和 31.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5.2%和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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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分别下降 10%和 7%。1-9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358.5 万辆和 376.1 万辆，

其中产量同比下降 4%，销量同比增长 0.5%，销量增幅比 1-8 月回落 5 个百分点。 

 货车受排放升级透支需求持续下跌，或达年度低点。9 月，四大类货车品种产销

继续呈不同程度下降，其中重型货车由于政策波及最晚而降幅最大。9 月，重型

货车销量达到 5.9 万辆，同比下降 60.7%；中型货车销量 1.1 万辆，同比下降

29.1%；轻型货车销售 16 万辆，同比下降 23.8%；微型货车销量 4.7 万辆，同比

下降 18.3%。 

 客车需求乏力而持续下行，短途轻客表现相对较好。客车方面，9 月，客车市场

销售 3.9 万辆，同比下降 8.9%。负责短途客运的轻客微降 3.6%，大、中型客车

面临压力，分别呈现 33.5%和 20.1%的较大降幅。 

总体来看，2021 年 9 月商用车板块受政策因素表现明显疲乏，降幅明显高于乘用

车，产销同比下降明显。在轻型客车的拉动下，客车依然呈现增长，但整体实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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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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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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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5.3 万辆和 35.7 万辆，同比均增长 1.5 倍。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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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增长 14%和 11%。1-9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16.6 万辆和 215.7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 1.8 倍和 1.9 倍。 

 纯电、插混月度销量再创新高，自主车企表现优秀，特斯拉依旧强势，大众 ID 系

列起势。9 月，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9.1 万辆和 29.6 万辆，同比分增长约

1.6 倍和 1.5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6.2 万辆和 6.1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1.2 倍和 1.4 倍，两种细分车型均随着新品陆续上市继续刷新记录。新能

源车企中，特斯拉表现持续强势，Model Y 单品销量达 3.3 万；自主品牌能源车

零售渗透率最高的比亚迪、上汽通用五菱、上汽乘用车、广汽贡献主要份额；新

势力中蔚来、小鹏、哪吒、表现不俗；合资品牌中大众 ID 家族月交付量突破 10000

台，其他合资品牌表现依旧乏力。 

 当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为 17.3%，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达 19.5%，持续创新高。

目前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连续稳定破 10%，并呈现加速向上的态势，我们认为

有望提前实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 20%市场份额的中长期规划目标。 

总体来看，供给端受双积分政策、充电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扩张的刺激，需求端受消

费观念和意愿的改善，新能源汽车产销连创新高，仍然是行业最大亮点，产业链将

持续受益，我们对 21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乐观态度，预计将维持高增态势，对

全年预计销量为 320 万台。 

图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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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乘联会周度数据 

零售：10 月第二周的市场零售达到日均 4.6 万辆，同比下降 19%，表现相对偏弱。

相对今年 9 月的第二周增长 15%。今年 10 月的前两周总体同比下降 11%，零售走

势较平淡。消费政策转型降低家庭成本，有利于车市恢复。消费者对于车辆的需求

持续回升。使得低智能化的车型，尤其是合资老款车型得以进一步回升销量。芯片

供应除了产能因素外，增加了人为因素，更加复杂化，变得不可预期。芯片短缺导

致的供给不足短期难以解决，旺季效应下短缺压力更大；部分地区突发疫情仍不时

分散爆发，情况不稳，需求端不能完全释放。终端供应不足带来的加价，导致消费

者观望情绪加重。恒大等房产的债务问题直接影响了大宗商品的消费，包括金融信

贷的收缩。 

表3：乘用车主要厂家 10 月周度日均零售数量和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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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日 11-17 日 18-24 日 25-31 日 1-17 日 全月 

19 年 30007 43534 44968 98980 35577 52014 

20 年 36571 56201 54556 105446 44654 60617 

21 年 35347 45654   39591  

21 年同比 -3% -19%   -11%  

环比 9月同期 8% 15%   11%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批发： 10 月第二周日均批发 5.1 万辆，同比下降 9%，走势相对放缓。本周相对于

9 月第二周的销量增长 38%，体现供给端逐步改善。今年 10 月前两周厂商批发总

体同比下降 9%，环比 9 月同期增长 10%，应该是生产供给稍有改善。十月份上市

新车不多，10 月工作日减少以及受芯片影响产能，导致提车周期的延长。预计芯片

供给较上月环比改善 20-30%，销量可实现环比增长。各地有序用电，将提高汽车

产业供应抗风险。对新能源积分的需求大量存在，A00 级纯电动产品热度可持续到

2021 年底，因此车市新能源仍是相对较好的。 

表4：乘用车主要厂家 10 月周度日均批发数量和同比增速 

 1-10 日 11-17 日 18-24 日 25-31 日 1-17 日 全月 

19 年 26454 49589 50782 101240 35980 54059 

20 年 25837 55931 62425 118823 38229 61891 

21 年 23682 50891   34886  

21 年同比 -8% -9%   -9%  

环比 9月同期 -16% 38%   10%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5. 行业新闻 

5.1 车企动态 

长安汽车旗下阿维塔科技增资项目挂牌期满 目前已有投资意向者 

10 月 21 日，阿维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维塔科技）增资项目在重

庆联合产权交易所挂牌期满。22 日，长安汽车董秘回复盖世汽车，阿维塔科技增资

项目目前只是公示结束，还没有最终结果，后续还要与投资者洽谈，目前已经有一

些投资意向者，如有最终结果会对外公布。公开资料显示，阿维塔科技由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安汽车）和上海蔚来汽车有限公司（蔚来汽车）共同出资打

造，前身为长安蔚来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今年 5 月，该公司名称变更为阿维

塔科技，长安汽车彼时宣布，阿维塔科技将完全市场化运作，独立经营和发展，与

华为、宁德时代等企业共同打造智能电动网联汽车平台(CHN)和智能汽车产品系列。 

文件公示！宝马中国全资收购华晨中华工厂 

10 月 20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局网站公示宝马(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华

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股权案。公示表显示，华晨集团目前持有华晨制造 100%的股

权，从而单独控制华晨制造。宝马中国已经与华晨集团签订股权买卖协议以收购华

晨制造全部股权。拟议交易后，宝马中国将单独控制华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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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 Q3 营收 137.6 亿美元 营业利润率 14.6%再创新高 

10 月 21 日，特斯拉公布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示，特斯拉三季度营收 137.6 亿美

元，较去年同期的 87.71 亿美元增长 57%；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6.18 亿

美元，较去年同期的 3.31 亿美元增长 389%。特斯拉第三季度电动车交付总量为

241,391 辆，较去年同期的 139,593 辆增长 73%。其中，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

的交付量为 9,289 辆，同比减少 39%；Model 3 和 Model Y 的交付量为 232,102

辆，同比增长 87%。特斯拉第三季度电动车总产量为 237,823 辆，。其中，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的产量为 8,941 辆，同比减少 47%；Model 3 和 Model Y 的产量

为 228,882 辆，同比增长 79%。其中，特斯拉第三季营业利润率为 14.6% ，创造

历史新高。特斯拉还表示对于标准续航版 Model 3 和 Moderl Y，全球范围内都在改

用磷酸铁锂电池，预计未来几年里交付量将实现年均 50%的增长。 

极氪 ZEEKR 001 量产车型下线 10 月 23 日开启交付 

10 月 19 日，极氪品牌旗下 ZEEKR 001 量产车型在宁波杭州湾极氪智慧工厂正式

下线。极氪智慧工厂全面导入智能化、数字化技术，以 5G+工业互联网技术。同时，

首批 ZEEKR 001 的交付也将于 10 月 23 日开启交付。在交付之前，极氪将对量产

下线的 ZEEKR 001 进行全检、抽检、自检、互检、专检等全方位的检测，并实现

360 度质量追踪和反馈。 

5.2 产业链动态 

三星 SDI 将与 Stellantis 在美建合资电池工厂 

三星集团旗下子公司三星 SDI 与全球第四大车企 Stellantis 已达成谅解备忘录，将

建设一家合资工厂，为北美市场生产电动汽车电池。三星 SDI 目前已经在韩国、中

国、匈牙利建立了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向宝马、福特等客户提供电池。 

专注混动系统 博格华纳与蜂巢传动联手 

博格华纳与蜂巢传动再度达成合作，为长城旗下哈弗和 WEY 品牌提供 P2 混合动

力三离合器驱动模块和P2液压控制模块，适用于蜂巢传动全球首款9速P2 9HDCT

混合动力变速箱。该混合动力变速器具有 9 个档位以及驻车锁止功能，帮助提高汽

车系统的效率和性能。 

5.3 政策法规 

工信部拟出台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10 月 19 日，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要做好组织保障、管理制度建设和建立自查机制等方面

的工作。本次《关于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是系统梳理了有关设计、生产、运行、售后、事故响应等各环节相关安全问

题管理的指导意见，是较为完善的、全面的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体系，企业完全可

以参考本次意见稿框架和内容，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建立本企业的新能源汽车安全

管理工作方案、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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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一周新车 

表5：一周新车 

序号 生产厂商 车型 级别及类别 上市时间 

1 广汽本田 皓影 锐·混动 e+ B 级 SUV 2021/10/18 

2 合创 Z03 A 级 SUV 2021/10/18 

3 上汽通用 雪佛兰科鲁泽 A 级 轿车 2021/10/19 

4 长安汽车 CS75 蓝鲸版 A 级 SUV 2021/10/20 

5 吉利汽车 领克 09 C 级 SUV 2021/10/20 

6 上汽大众 ID.3 A 级 轿车 2021/10/22 

资料来源：汽车之家，申港证券研究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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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原材料短缺及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 

疫情控制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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