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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产销强势反弹 回暖势头有望延续 
——汽车行业研究周报 

 

投资摘要： 

每周一谈： 6 月产销强势反弹 回暖势头有望延续 

6 月汽车产销同比快速增长，受政策和供应链利好因素影响，产销分别完成 249.9

万辆和 250.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8%。出口连创历史新高，汽车流

通行业进入景气区间。1~6 月，产销分别完成 1211.7 万辆和 1205.7 万辆，同比

分别下降 3.7%和 6.6%。 

乘用车产销受政策促进效应明显，表现好于预期，呈现“淡季不淡”的特征，4、

5 月因疫情影响耽误的产销量在 6 月得到一定回补，产销分别完成 223.9 万辆和

222.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3.6%和 41.2%。1~6 月，产销分别完成 1043.4 万辆

和 1035.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0%和 3.4%。 

商用车表现依然低迷，货车受制于需求透支、客车受制于运输需求受限，产销分

别完成 26.1 万辆和 28.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3.2%和 37.4%。 1~6 月，产销分

别完成 168.3 万辆和 170.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8.5%和 41.2%。 

新能源汽车产销创历史新高，产销分别完成 59 万辆和 5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33.4%和 129.2%，当月市场渗透率为 23.8%。1-6 月，产销分别完成 266.1 万辆

和 260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8.2%和 115%，市场渗透率为 21.6%。我们继续对

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乐观态度，预计将维持高增态势，上调全年销量目标至 600

万辆。 

市场回顾：  

截至 7 月 15 日收盘，汽车板块-0.9%，沪深 300 指数-4.1%，汽车板块跌幅低于

沪深 300 指数 3.2 个百分点。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跌幅在申万 31 个

板块中位列第 5 位，表现优异。年初至今汽车板块-3.1%，在申万 31 个板块中位

列第 4 位。 

 子板块周涨跌幅表现：板块涨跌互现，其他汽车零部件（5.8%）、汽车电子

电气系统（5.2%）和轮胎轮毂（4.6%）涨幅居前，商用载货车（-8.8%）、汽

车经销商（-5.6%）和综合乘用车（-5.6%）跌幅居前。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表现：板块涨跌互现，电动乘用车（26.1%）、商用载

客车（12.3%）和其他运输设备（10.2%）涨幅居前，汽车综合服务（-

17.9%）、摩托车（-15.9%）和汽车电子电气系统（-13.2%）跌幅居前。 

 涨跌幅前五名：合力科技、中通客车、瑞鹄模具、立中集团、钧达股份。 

 涨跌幅后五名：浙江世宝、江铃汽车、久祺股份、特力 A、松芝股份。 

本周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汽车板块应关注低估值的整车和零部件龙头企业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新能源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因此我们建议关注：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先

发优势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集团、理想汽车、小鹏汽车等；业

绩稳定的低估值零部件龙头，如华域汽车、均胜电子、福耀玻璃等；电动化和智能

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如华阳集团、德赛西威、瑞可达、科博达、伯特利等；国

产替代概念受益股，如菱电电控、三花智控、星宇股份、上声电子、中鼎股份等；

强势整车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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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推荐组合：比亚迪 20%、德赛西威 20%、三花智控 20%、福耀玻璃 20%和

拓普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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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产销强势反弹 回暖势头有望延续 

1.1 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分析 

2022 年 6 月全国汽车产量、销量及库存情况数据公布，受政策和供应链利好因素

影响，产销同比快速增长。乘用车产销受政策促进效应明显，表现好于预期。商用

车表现依然低迷，仍有待恢复。新能源汽车产销创历史新高。汽车出口形势良好，

连创历史新高。 

 总体产销：当月同比快速增长。6 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9.9 万辆和 250.2 万

辆，环比分别增长 29.7%和 34.4%，同比分别增长 28.2%和 23.8%。1~6 月，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1.7 万辆和 1205.7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7%和 6.6%。 

 库存情况：较 5月有所好转，进入景气区间。6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 1.36，

环比下降 20.9%，同比下降 8.1%，库存水平位于警戒线以下，进入合理范围内。

同期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49.5%，环比下降 7.3pct，同比下降 6.6pct，库存预

警指数位于荣枯线之下。得益于国家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包括财政补贴、减征购

置税、放宽汽车限购等在内的系列促进汽车消费的相关政策，汽车流通行业进入

景气区间。 

 出口情况：汽车出口连创历史新高。6 月，汽车整车出口 24.9 万辆，环比增长

1.8%，同比增长 57.4%。1~6 月，汽车整车出口 121.8 万辆，同比增长 47.1%。

分车型看，乘用车出口 94.5 万辆，同比增长 49.7%；商用车出口 27.4 万辆，同

比增长 38.8%。新能源汽车出口 20.2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 

图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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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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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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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国内汽车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1.2 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车产销情况分析 

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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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23.9万辆和222.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31.6%和36.9%，

同比分别增长 43.6%和 41.2%。1~6 月，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043.4 万辆和 1035.5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0%和 3.4%。 

 乘用车产销受政策促进效应明显。乘用车市场总体呈现“淡季不淡”的特征，4、

5 月因疫情影响耽误的产销量在 6 月得到一定回补。购置税减半政策和地方促进

汽车消费政策等实施效果明显，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乘用车减半征

收车购税政策实施一个月以来，全国共减征车购税 71 亿元，减征车辆 109.7 万

辆，总体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 

 自主品牌表现相对强势。6月，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99.4万辆，同比增长43.1%，

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4.8%，比上年同期上升 0.6pct，延续不断上升态势。国内

生产的高端品牌乘用车 6 月销售 39.5 万辆，同比增长 41.9%，增幅大于乘用车

总体。受疫情防控好转和政策刺激，上海、北京等高端品牌消费市场增换购节奏

有所加快。 

总体来看，6 月乘用车市场明显改善，稳产保供措施逐步显现效果。政策层面支持

力度较大，消费信心迅速回升，产销恢复到正常水平，行情回暖值得关注。 

图5：月度乘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6：乘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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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车： 

6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 万辆和 28.1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15.7%和 17.4%，

同比分别下降 33.2%和 37.4%。 1~6 月，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68.3 万辆和 170.2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8.5%和 41.2%。 

 货车受制于需求透支、客车受制于运输需求受限，各类型车辆承压下行。货车产

销分别完成 22.8 万辆和 24.6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2.6%和 37.8%；客车产销分

别完成 3.2 万辆和 3.4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36.7%和 34.3%。去年上半年之前，

货车受环保政策拉动，出现一轮较长时间的购车高峰，造成目前购车需求不足，

同时去年同期重型国五柴油车产量较高，至今仍有小部分车辆有待消化，蓝牌轻

卡库存车辆消化也较为缓慢，加之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地产基建启动较慢，

建设速度不及预期，货车产销降幅较大；客车方面，疫情对旅游、客运和城市公

交车的需求影响较大，客车市场也持续低迷。 

总体来看，商用车板块受需求透支及疫情因素影响，表现依然低迷，产销同比下降

明显。22 年，我们认为商用车在基建、地产、物流、客运等需求端尚存在不确定性，

将进入调整期。 

图7：月度商用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图8：商用车细分车型当月销量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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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 

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9 万辆和 5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33.4%和

129.2%，当月市场渗透率为 23.8%。1-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6.1 万辆

和 260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8.2%和 115%，市场渗透率为 21.6%。 

 供给改善带来市场火爆，纯电销量增长 1.2 倍、插电式混合动力销量增长 1.7 倍。

在油价高企的背景下，纯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持续受益。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更因其使用便利、牌照优势等特点，受到了厂家的重视和消费者的追捧。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自主品牌车企推出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持续供不应求，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的份额有望继续提升。 

 当月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为 23.8%，1-6 月累计渗透率 21.6%。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已经达到 2025 年的新能源渗透率 20%的目标。新能源乘用车渗透率 24%，中国

品牌乘用车中新能源占比已经达到 39.8%。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尽管也受到疫

情影响，但企业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产品，供应链资源优先向新能源汽车集中，

整体产销情况超出预期。 

总体来看，新能源汽车延续了 21 年的强势表现。在 22 年，考虑到供给端受双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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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海外出口市场的拉动，我们继续对新能源汽车产销保持乐观态度，预计将维持高增

态势，上调全年销量目标至 600 万辆。 

图9：月度新能源车产销量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中汽协，申港证券研究所 

2. 投资策略及重点推荐 

总体来看，汽车行业随着疫情防控向好发展的趋势和各项刺激政策的加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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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关注低估值的整车和零部件龙头企业因业绩改善带来的机会；新能

源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 

 长期看好在新能源领域具备先发优势的自主车企，如比亚迪、长城汽车、广汽集

团、理想汽车、小鹏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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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稳定的低估值零部件龙头，如华域汽车、均胜电子、福耀玻璃等； 

 电动化和智能化的优质赛道核心标的，如华阳集团、德赛西威、瑞可达、科博达、

伯特利等； 

 “国内大循环”带来的国产替代机会，如菱电电控、三花智控、星宇股份、上声

电子、中鼎股份等； 

 强势整车企业（特斯拉、大众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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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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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 20% 

德赛西威 20% 

三花智控 20% 

福耀玻璃 20% 

拓普集团 20% 

资料来源：申港证券研究所 

3. 市场回顾 

3.1 板块总体涨跌 

板块涨跌：截至 7 月 15 日收盘，汽车板块-0.9%，沪深 300 指数-4.1%，汽车板块

跌幅低于沪深 300 指数 3.2 个百分点。从板块排名来看，汽车行业上周涨跌幅在申

万 31 个板块中位列第 5 位，表现优异。年初至今汽车板块-3.1%，在申万 31 个板

块中位列第 4 位。 

图10：各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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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各板块年涨跌幅对比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2 子板块涨跌及估值情况 

子版块涨跌： 

 子板块周涨跌幅表现：板块涨跌互现，其他汽车零部件（5.8%）、汽车电子电气

系统（5.2%）和轮胎轮毂（4.6%）涨幅居前，商用载货车（-8.8%）、汽车经销

商（-5.6%）和综合乘用车（-5.6%）跌幅居前。 

 子板块年初至今涨跌幅表现：板块涨跌互现，电动乘用车（26.1%）、商用载客

车（12.3%）和其他运输设备（10.2%）涨幅居前，汽车综合服务（-17.9%）、

摩托车（-15.9%）和汽车电子电气系统（-13.2%）跌幅居前。 

图12：子板块周涨跌幅对比  图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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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值情况：从估值来看，汽车行业估值水平自疫情以来持续处于高位，本周估值有

所回调。 

 PE-TTM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PE-TTM 为 36.01 倍，10 年历史分位 99.32%。

乘用车、商用车、汽车零部件处于高位。 

 PB 估值：申万汽车行业整体 PB 为 2.5 倍，10 年历史分位 74.8%。乘用车处于

高位，汽车服务处于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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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汽车行业整体估值水平(PE-TTM)  图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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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PE-TTM、PB 当周估值及十年历史分位 

  PE PE-TTM 近 10 年

历史分位 

PB PB 近 10 年历史分

位 

 汽车 36.01 99.32% 2.5 74.8% 

子版块 乘用车 40.75 98.05% 3.18 93.55% 

商用车 56.69 99.61% 1.79 51.86% 

汽车零部件 32.67 89.84% 2.4 56.25% 

汽车服务 24.04 35.35% 1.21 12.89% 

摩托车及其他 40.67 40.43% 2.76 25.78%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3.3 当周个股涨跌 

当周个股涨跌： 

 涨跌幅前五名：合力科技、中通客车、瑞鹄模具、立中集团、钧达股份。 

 涨跌幅后五名：浙江世宝、江铃汽车、久祺股份、特力 A、松芝股份。 

图16：本周行业涨跌幅前十名公司  图17：本周行业涨跌幅后十名公司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 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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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重点数据 

4.1 产销存数据 

4.1.1 乘联会周度数据 

零售：7 月 1-10 日，乘用车零售 39.6 万辆，同比增长 16%，较上月同期下降 6%，

表现逐步回暖改善。 

表3：乘用车主要厂家 7 月周度日均零售数（单位：辆）和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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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年 34189 44797 46043 88832 34189 51600 

21 年 34129 41197 48657 76884 34129 48660 

22 年 39589 - - - 39589 - 

22 年同比 16% - - - 16% - 

环比 6 月同期 -6% - - - -6% -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批发：7 月 1-10 日，乘用车批发 40.9 万辆，同比增长 16%，较上月同期下降 1%，

表现明显走强。 

表4：乘用车主要厂家 7 月周度日均批发数（单位：辆）和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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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年 39183 44763 47539 86240 39183 52956 

21 年 35184 38185 45905 82163 35184 48891 

22 年 40879 - - - 40879 - 

22 年同比 16% - - - 16% - 

环比 6 月同期 -1% - - - -1% - 

资料来源：乘联会，申港证券研究所 

4.2 汽车主要原材料价格 

成本端方面，7 月汽车主要生产原材料钢、铝、阴极铜、天然橡胶价格均环比下行。 

图18：钢铁价格及同比变化  图19：铝价格及同比变化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申港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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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铜及同比变化  图21：天然橡胶价格及同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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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 

5.1 行业要闻 

发改委：到 2025 年城市新能源公交车辆占比提高到 72% 

7 月 12 日，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推进生产生活

低碳化。锚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能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利用，有序引导非化

石能源消费和以电代煤、以气代煤，发展屋顶光伏等分布式能源，因地制宜推广热

电联产、余热供暖、热泵等多种清洁供暖方式，推行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管理模式。

促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鼓励建设

超低能耗和近零能耗建筑，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替代，到 2025 年城市新能源

公交车辆占比提高到 72%。 

财政部:上半年车辆购置税 1374 亿元 同比下降 30.7% 

7 月 14 日，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其中车辆购置税 1374 亿元，比上年

同期下降 30.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5221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3.3%，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0.2%。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7663 亿元，

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1.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2.7%；地方一般公共预算

本级收入57558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4.7%，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7.9%。

全国税收收入 85564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0.9%，按自然口径计算下降

14.8%；非税收入 19657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 

比亚迪：上半年净利预增 139%-207% 

7 月 14 日，比亚迪发布业绩预告，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归母净利 28 亿元-36 亿元，

同比增长 138.59%-206.76%。比亚迪称，今年上半年度，集团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

势头强劲，屡创历史新高，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同比实现迅猛增长，推动盈利大

幅改善，并一定程度上对冲了上游原材料价格带来的盈利压力。手机部件及组装业

务方面，消费电子行业需求疲弱，但本集团得益于成本控制能力提升及产品结构调

整，盈利能力有所恢复。 

大众集团上半年全球销量 387.5 万辆 同比下降 22.2% 

-40%

-20%

0%

20%

40%

60%

80%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阴极铜期货结算价（元/吨） 同比

-30%

-20%

-10%

0%

10%

20%

30%

40%

50%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18,000

2
0

2
0

/0
1

2
0

2
0

/0
3

2
0

2
0

/0
5

2
0

2
0

/0
7

2
0

2
0

/0
9

2
0

2
0

/1
1

2
0

2
1

/0
1

2
0

2
1

/0
3

2
0

2
1

/0
5

2
0

2
1

/0
7

2
0

2
1

/0
9

2
0

2
1

/1
1

2
0

2
2

/0
1

2
0

2
2

/0
3

2
0

2
2

/0
5

2
0

2
2

/0
7

天然橡胶期货结算价（元/吨） 同比



汽车行业研究周报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免责声明  14 / 16 证券研究报告 

7 月 15 日，大众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众集团全球销量 387.51 万辆，

同比下降 22.2%。中国市场依然为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上半年销量 147 万辆，同

比下降 20.5%。受俄乌冲突影响，中欧和东欧市场销量降幅最大，达 40.9%。电动

车方面，全球销量 21.71 万辆，同比增长 27%。其中，欧洲依然为其最大电动车市

场，销量达 12.88 万辆，同比增长 0.6%；中国市场增幅最高，达 247.1%至 6.35 万

辆，排名第二；美国市场排名第三，为 1.7 万辆，但同比下降 8.4%。 

5.2 一周重点新车 

表5：一周重点新车 

序号 生产厂商 车型 级别及类别 动力类型 价格区间 上市时间 

1 奇瑞汽车 欧萌达 紧凑型 SUV 燃油 9.29-12.69 万元 2022/7/12 

2 长城汽车 欧拉芭蕾猫 紧凑型轿车 纯电 19.3-22.3 万元 2022/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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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