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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行业展望，2024年 1月 

得益于国内持续的促进消费政策、出口市场强劲及新能源汽车

的快速发展，2023 年我国汽车市场需求进一步回升，预计宏观

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及新能源汽车免征购置税政策等相关政策的

延续或将支撑 2024年汽车行业稳步发展。车企整体债务规模小

幅增长，经营及获现能力受不同市场需求影响保持分化态势，但

整体偿债压力较为可控，信用水平保持稳定。 

中国汽车行业展望维持稳定，中诚信国际认为，未来 12~18 个月该

行业总体信用质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其中，新能源汽车展望维持

稳定提升。 

摘要 

 2023 年，外部环境影响消除，且在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及促消费政策的支撑下，

国内市场需求释放，同时汽车出口势头强劲，全年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预计

宏观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及相关政策的延续将支撑 2024 年汽车行业稳步发展。 

 2023 年，汽车出口及新能源成为拉动乘用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全年乘用车

市场需求逐步释放，销量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行业集中度维持高位且行业竞

争格局稳定；自主品牌乘用车在新能源领域布局较早，带动自主品牌乘用车市

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预计 2024 年传统燃油车乘用车内需依然承压，但新能源

和出口仍有望推动乘用车市场进一步增长。 

 2023 年以来，宏观经济稳步向好对商用车市场的恢复起到支撑作用，同时车多

货少的局面得到边际改善，国家及地方的促消费政策和手段推动商用车市场释

放需求，叠加商用车海外市场需求增加，商用车市场实现恢复性增长；预计在

旅游市场火爆、物流需求增长、基建恢复及新能源商用车快速发展等推动下，

2024 年商用车市场或将进一步回暖。 

 2023 年，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很大程度上提振市场信心，叠加促消费政策等因

素刺激新能源汽车需求释放，同时海外新能源市场需求亦有所扩大，我国新能

源汽车销量进一步增长，市场渗透率进一步提升，长远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

仍将保持较大的发展空间。 

 2023 年以来，汽车行业进一步恢复，车企整体经营获现能力有所提升，虽然债

务规模有所增长，但融资渠道畅通且货币资金充裕，整体偿债压力较为可控；

预计 2024 年盈利亦将进一步修复，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及出口将贡献主要增

量，以合资品牌为代表的传统燃油车企业盈利水平或将持续承压，需持续关注

新能源车和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及商用车需求的恢复情况。 

www.ccxi.com.cn 

中诚信国际 

汽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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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行业展望，2024 年 1 月 2 

一、 分析思路 

整车制造行业为周期性行业，其景气度受宏观经济和居民消费意愿、消费能力等影响较大。

汽车行业的信用基本面评估，主要是分析乘用车和商用车各细分领域产销量变动情况以及行

业竞争格局，同步梳理行业政策及其他外部因素变化对各细分市场销售的影响并进行销售趋

势判断，进而分析其变动对行业基本面的影响。本文指出2023年以来，外部环境影响消除，

在一系列产业政策及促消费政策的支撑下，汽车市场进一步恢复，国内市场需求释放，叠加

汽车出口势头强劲，全年汽车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乘用车及新能源车企盈利能力持续上升，

商用车企业业绩亦有所改善；经营获现能力和偿债能力受不同市场需求影响有所分化；样本

企业总体债务规模有所增长，但经营利润积累令杠杆水平持续下降，且在融资渠道畅通且货

币资金充裕的背景下，整体偿债压力较为可控，行业整体信用水平保持稳定。 

二、 行业基本面 

2023 年，外部环境影响消除，且在一系列产业扶持政策及促消费政策的支撑下，国内市场需求释

放，同时汽车出口势头强劲，全年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预计宏观经济的进一步恢复及相关政策的

延续将支撑 2024 年汽车行业稳步发展。 

汽车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已形成多品种、全系列的各类整车和零

部件生产及配套体系。随着行业发展，我国已连续十五年位居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2023年，

外部环境影响消除，降价潮推动汽车行业缓慢复苏，且在国家及地方政策的助力下，国内汽

车市场需求不断释放；叠加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势头，全年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同比增长11.6%

和12.0%至3,016.4万辆和3,009.4万辆，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且延续了2022年新能源车高速发

展、出口放量及自主品牌提升三大结构性特点。2023年，汽车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0%，较同期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8.4个百分点。 

表1：2023年以来部分行业及促消费政策一览 

时间 政策或会议 内容或影响 

2023.6 商务部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的通知 
结合“2023 消费提振年”工作安排，统筹开展“百城联动”

汽车界和“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消费季活动。 

2023.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延续和优

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 

对于购置日期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

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

免税额不超过 3 万元；对购置日期在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

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 1.5 万元。 

2023.7 
商务部等 17 部门发布《关于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

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 

通知聚焦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活跃二手车市场、促进

汽车更新消费、支持汽车平行进口、优化汽车使用环境、丰

富汽车金融服务等，提出 6 个方面、12 条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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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行业展望，2024 年 1 月 3 

2023.7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印发《关于促进汽车消费的若

干措施》 

措施提出优化汽车限购管理政策、支持老旧汽车更新消费、

加快培育二手车市场、加强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降低

新能源汽车购置使用成本、加强汽车消费金融服务方面等

十项措施。 

2023.9 
工信部等七部门《汽车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

（2023~2024 年）》 

2023 年汽车行业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力争实现全

年汽车销量 2,700 万辆左右，同比增长约 3%，其中新能源

汽车销量 900 万辆左右，同比增长约 30%；汽车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5%左右。2024 年，汽车行业运行保持在合理

区间，产业发展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具体来看，2023年年初，受传统燃油车购置税优惠和新能源补贴政策结束、部分消费需求提

前透支及春节假期较早等多重因素影响，1月我国汽车销量明显回落；3月以来，降价潮推动

汽车行业缓慢复苏；5月以来，国家及地方频繁出台促消费政策，叠加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免

政策延续，对汽车消费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市场需求逐步释放，且汽车行业“金九银十”效

应重新显现，四季度市场发展态势较好，叠加各大车企于年末冲销量，上述因素共同带动全

年汽车产销量创历史新高。 

出口方面，2023年，车企自主品牌出海战略持续推进，同时，国际市场需求恢复及国内完整

的汽车工业产业链及产品综合水平的提升令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并再创历史新高，2023年汽车

出口491万辆，同比增长57.9%，乘用车和商用车分别出口414万辆和77万辆，其中传统燃料汽

车出口370.7万辆，同比增长52.4%；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新能源汽车

出口成为汽车出口的重要增长点。中国成为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中国品牌出海处于高速成长

期，但受贸易摩擦、汽车出口高基数等因素影响，预计2024年出口增速或将放缓。 

中诚信国际认为，2023年，外部环境影响消除，被压抑的汽车消费需求有所释放，且一系列

支持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及促消费措施对汽车行业增长有明显作用，叠加出口势头强劲，汽车

产销量稳步恢复并突破历史高点。随着宏观经济的进一步好转、产业支持政策的延续及基建、

图1：近年来我国汽车销量及增速情况（单位：万辆，%） 图2：2021年以来我国汽车月度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Choice，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Choice，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中诚信国际行业展望  

中国汽车行业展望，2024 年 1 月 4 

旅游等行业的持续复苏，预计2024年汽车行业仍将稳步发展。 

乘用车 

2023 年，汽车出口及新能源成为拉动乘用车市场增长的重要因素，全年乘用车市场需求逐步释放，

销量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行业集中度维持高位且行业竞争格局稳定；自主品牌乘用车在新能源领

域布局较早，带动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预计 2024 年传统燃油车乘用车内需依

然承压，但新能源和出口仍有望推动乘用车市场进一步增长。 

乘用车需求与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紧密相关，2015年四季度实施的购置税优惠政策的逐步退

出后，市场后续增长明显乏力，叠加2020年受到外部因素影响，国内乘用车销量于2018年开

始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负增长。2021~2022年，乘用车销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2023年初，受消

费需求透支、春节提前等多重因素影响，乘用车销售承压，但随着降价潮、国家及各地促消

费政策的推出，3月以来，乘用车市场需求逐步释放，且呈现出“金九银十”的行业特点。2023

年年末，各车企推出新车型并采取多种措施以冲击全年销量目标，全年乘用车市场保持较好

的发展态势；同时，汽车出口保持良好势头，全年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9.6%和10.6%至2,612.4

万辆和2,606.3万辆，且产品结构逐步向新能源车转换，汽车出口及新能源成为拉动乘用车增

长的重要因素；预计2024年传统燃油车乘用车内需依然承压，但新能源和出口仍有望推动乘

用车市场进一步增长。 

图3：近年来我国乘用车销量及增速情况 图4：2021年以来我国乘用车月度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5：2023年我国乘用车销量及增速情况 图6：2023年重点企业集团市场份额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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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集中度方面，近年来行业竞争加剧，头部车企在品牌认可度、成本、技术和规模等方面

具有较大优势，而弱势品牌在车市下行背景下被加速淘汰。据中汽协统计，2023年，国产汽

车国内销量排名前十位企业销量合计为2,571.5万辆，同比增长9.9%，占汽车销售总量的

85.4%，较2022年下降1.7个百分点，市场集中度维持高位，市场格局较为稳定。具体来看，

2023年销量前三的企业集团分别为上汽集团、中国一汽和比亚迪股份，合计市场份额较上年

下降4.5个百分点至37.6%，受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影响，头部企业排名有所变化。值得关注

的是，在国家支持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比亚迪汽车持续深耕新能源领域，其自主

研发实力强、造型实力提升且性价比高的特点推动比亚迪汽车销量快速攀升，比亚迪于2022

年首次跻身销量前十大企业集团，并于2023年进入前三大企业集团，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

发展对前十大企业集团竞争格局的影响有待持续关注。 

品牌方面，2023年以来，自主品牌产品力进一步提升，其产品品质和技术水平与合资品牌的

差距进一步缩小；且自主品牌新能源产品在电动化、智能化方面优于合资品牌，同时以自主

品牌为主的汽车出口势头强劲，带动2023年自主品牌乘用车实现销量1,125.69万辆，同比增长

16.02%，市场占有率首次突破50%至51.84%。从其他国别乘用车来看，德系车和日系车依然

在国内乘用车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但受国产新能源车快速发展等因素影响，2023年二者市场

占有率分别进一步下滑至20.44%和17.01%。整体来看，自主品牌车企抓住智能网联转型机遇，

推动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的升级，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加之新能源车与传统车的双积分政

策驱动，自主品牌与合资品牌的运行状态呈分化趋势。 

价格方面，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我国乘用车消费亦在持续升级，近年来乘用车

市场整体成交价格呈波动上升态势。目前传统燃油车的主要销量贡献集中在10~15万元，新能

源乘用车的主要销量贡献集中于15~20万元；从高端品牌乘用车的消费来看，高端品牌的受众

人群多为换购人群，外部影响因素消除令部分高端品牌消费需求释放，2023年高端品牌乘用

车销量为451.6万辆，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17.34%，占比同比小幅提升。在汽车普及度不断提

高的情况下，我国乘用车消费中换购需求的占比不断上升，乘用车市场的消费升级趋势愈发

明显。但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以来，汽车行业供过于求，且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提升令价格

逐步下降，同时各车企之间的价格战导致乘用车市场整体成交均价有所下滑，在此背景下，

价格下降虽能推动销量上升，但对各车企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有待持续关注。 

 

 

 

 

 



中诚信国际行业展望  

中国汽车行业展望，2024 年 1 月 6 

商用车 

2023 年以来，宏观经济稳步向好对商用车市场的恢复起到支撑作用，同时车多货少的局面得到边

际改善，国家及地方的促消费政策和手段推动商用车市场释放需求，叠加商用车海外市场需求增加，

商用车市场实现恢复性增长；预计在旅游市场火爆、物流需求增长、基建恢复及新能源商用车快速

发展等推动下，2024 年商用车市场或将进一步回暖。 

商用车与宏观经济相关性更高，因此在环境和政策影响下的波动性亦较高。2022年，受外部

不利因素影响，且油价维持高位，国内货运行业竞争等多种因素共同使得商用车市场低位运

行，当年商用车产销量分别为318.5万辆和330.0万辆，同比分别大幅下降31.9%和31.2%。2023

年，宏观经济稳步向好对商用车市场的恢复起到支撑作用，同时车多货少的局面得到边际改

善，国家及地方的促消费政策和手段推动商用车市场释放需求，叠加商用车海外市场需求增

加，全年商用车产销量分别为403.7万辆和403.1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8%和22.1%，商用车市

场实现恢复性增长。 

图9：近年来我国商用车销量及增速情况 图10：2023年商用车月销量及累计增幅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图7：近年来各国别车系市场份额变化情况（单位：%） 图8：我国乘用车市场整体成交均价（单位：万元） 

 
 

资料来源：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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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23年商用车市场份额分布（以销量统计） 图12：2023年中重卡市场份额分布（以销量统计） 

 
 

资料来源：第一商用车网，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第一商用车网，中诚信国际整理 

货车方面，中国货车市场以重卡、轻卡和微卡为主。重卡方面，重型柴油货车国六排放法规

于2021年7月1日正式实施前需求加速释放，叠加油气价格持续高位，重卡销量2021年以来呈

先高后低态势，且上述因素仍持续影响2022年重卡市场，同时货运市场竞争激烈，2022年重

卡市场持续低迷，当年实现销量67.19万辆，同比大幅下降51.85%。2023年以来，“稳增长”政

策下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各省份专项债额度提前获批以及“十四五”规划的重大工程项目陆

续开工建设为2023年基建投资持续增长提供支撑，重卡市场需求回暖，下行压力有所减缓，

且传统重卡出口量增长，全年重卡销量为91.11万辆，同比大幅增长35.60%，成为拉动货车销

量增长的重要因素。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以来，天然气价格整体下探，天然气重卡经济性

提升，全年天然气重卡销量15.19万辆，同比增长307.24%，成为拉动重卡市场增长的重要因

素。预计2024年经济复苏将进一步释放重卡需求，且在新能源、天然气价格及出口的支撑下，

重卡市场或将进一步突破。轻卡和微卡方面，其整体趋势与重卡类似，在2021年下半年以来

低位运行，但受益于快递物流的持续需求带来的电动轻卡物流车的快速发展使得其销量下滑

力度稍窄，2022年轻卡销量为161.8万辆，同比下降23.32%。2023年以来，城市物流和配送需

求有所恢复，且市场产品向更符合国家和环保政策的新能源轻卡转换，2023年轻卡销量为

189.45万辆，同比增长17.09%。值得关注的是，轻卡市场新能源进程不断加快，各轻卡厂商推

出技术路线丰富的新能源轻卡新产品，或将为2024年轻卡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微卡市场受外

部环境影响、竞品价格下行抢占市场等因素影响，2022年全年销量同比下滑16.15%至50.69万

辆；2023年微卡市场亦有所恢复，全年销量为62.65万辆，同比增长23.59%。从生产厂商集中

度来看，我国货车市场主要参与者为国产品牌，且市场份额高度集中，重卡市场的龙头企业

竞争优势尤为明显。国产卡车高端产品虽然已经有所突破，但产品技术等方面仍与国外高端

品牌产品存在差距。 

客车行业是我国汽车行业中发展较早、较为成熟的子行业。市场需求方面，目前我国客车的

需求主要来自于城市公交、公路客运和国内旅游客运。城市公共交通方面，随着城市人口和

私家车保有量的增加，城市交通状况和空气质量均有所恶化，各地市政府部门加大了公共汽

车、地铁等公共交通的推广力度。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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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城市公共交通支持政策、夯实城市公共交通

发展基础、加快落实城市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政策、加强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加强组织实

施保障5方面15条具体措施，以深入实施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城市公共交通

健康可持续发展。公交公路客运方面，受“公铁竞争”、私家车分流影响，叠加外部环境影响，

座位客车市场逐步萎缩。从指标上看，近年来公路旅客客运量和周转量不断下滑且外部不利

因素令其急速下降。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拥有载客汽车55.42万辆，同

比进一步下降5.59%，共计1,627.24万客位，同比下降7.07%。2023年以来，全国居民出行需求

增加，公路客运量同比大幅增长，令载客汽车保有量下行趋势减缓。国内旅游方面，旅游客

车的需求主要产生于团队旅游，2020年以来，外部环境影响令团队旅游有所减少，旅游客运

市场亦有所萎缩。2023年以来，国内旅游市场快速回暖，1~9月国内旅游总人次36.74亿人次，

同比增长75.5%，且已超2022年全年水平，预计全年国内旅游总人次仍保持较快增速，是推动

2023年客车需求量大幅增长的核心因素。 

销量方面，2022年，外部不利因素系影响客车需求的主要因素，全年客车销量为40.80万辆，

同比下降19.21%。2023年，客车市场有所恢复，全年客车销量为49.16万辆，同比增长20.49%。

从结构来看，大中型客车的主要销售对象为客运公司、旅游公司和公交公司等大型客户，受

前期消费透支、公交车需求下降影响，全年大中型客车销量为9.18万辆，同比增长3.96%，增

幅远低于客车行业整体增幅；受益于轻客物流车市场的恢复，且部分城市公交客运线路进行

“大改小”转型等因素，同期轻客销量为39.99万辆，同比增长25.15%，是拉动客车增长的核

心产品。市场份额方面，我国客车市场集中度很高，宇通客车、苏州金龙和金旅客车为市场

前三位，客车市场仍保持一超多强的竞争格局。整体看，新能源客车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中

具有重要作用，新能源客车企业积极开发高品质、多品种的客车以满足市场需求，未来的新

能源客车将更加智能化、电动化，新能源客车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新能源公交更新

换代需求的释放，叠加国内旅游持续火热，预计2024年客车市场或将进一步回暖，但需持续

关注高铁、私家车、共享出行等多元化交通方式的发展对客车的长期影响。 

新能源汽车 

图13：近年来我国各类交通工具客运量及增速情况 图14：2023年6m以上客车市场份额分布（以销量统计）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Choice，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客车信息网，中诚信国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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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很大程度上提振市场信心，叠加促消费政策等因素刺激新能源汽车

需求释放，同时海外新能源市场需求亦有所扩大，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进一步增长，市场渗透率进

一步提升，长远看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仍将保持较大的发展空间。 

汽车产业承担着改善交通、保护环境、节约能源的重要责任，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

景下，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对于改善空气质量及应对气候变化有重要意义，亦是能源转型过

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汽车产业

作为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主体，双碳目标的推出能够加速传统汽车转型升级；同时伴随着碳

排放要求日趋严格，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升，双碳目标亦为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内需支

撑。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逐步壮大与政府扶持政策紧密相关，从新能源汽车起步阶段开始，国家及

地方产业政策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转型升级，聚焦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和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引领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化、标准化发展，为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

境。在政策利好和自主消费意愿驱动下，2021年及2022年新能源产销量均呈高速发展态势。

2023年以来，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延长至2027年底，

减免力度分年度逐步退坡，很大程度上提振市场信心；叠加促消费政策等因素刺激新能源汽

车需求释放，同时海外新能源市场需求亦有所扩大，全年产销量分别为958.7万辆和949.5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 

表2：2023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或会议 内容 

2023.6 
财政部《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

免政策的公告》 

对购置日期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对购置日期在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减半征收车辆

购置税。 

2023.6 商务部《关于组织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的通知》 
结合“2023 消费提振年”工作安排，统筹开展“百城联动”

汽车节和“千县万镇”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2023.6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

施体系的指导意见》 

到 2030 年，基本建成覆盖广泛、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

能完善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有力支撑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群众出行充电需求。 

2023.7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 13 部门《关于促进汽车

消费的若干措施》 

优化汽车限购管理政策、支持老旧汽车更新消费、加快培

育二手车市场等。 

2023.12 
工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减免车辆购

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的公告》 

工信部发布新版《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主要针对乘

用车、客车、货车和专用车、燃料电池四个类别，旨在稳定

和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节能消费的同时引导企业技

术进步，保障产品安全。 

2024.1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新能源汽

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 

意见围绕加大力度开展车网互动试点示范、优化完善配套

电价和市场机制展开，以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

支撑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构建。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此外，在国家持续培育和推动下，我国新能源汽车车型不断丰富，配套环境不断优化，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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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驶里程逐年增加，质量品牌快速提高，新能源汽车市场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拉动。但中诚

信国际关注到，新能源车免征购置税政策虽然已延期4次至2025年底，但购置补贴政策已于

2022年底结束，需持续关注政策对市场需求和车企产销及盈利能力的影响。 

从市场渗透率来看，在新能源汽车爆发增长的背景下，其市场渗透率亦快速提升，根据中汽

协数据统计，我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快速上升至2023年的31.6%。短期看，新能源免征购置

税政策进一步延长，且有多重促消费政策刺激，有望进一步推动新能源车购置需求释放，加

之目前车企新能源汽车产品力的增强，或将提振自主消费意愿，预计2024年新能源汽车销售

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在高基数的背景下，增幅或将有所缩窄。长期看，随着与新能源汽车

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逐步完善，在新能源车企和产业链内企业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充换

电等相关基础配套体系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将保持较大发展空间。 

图15：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图16：2023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国家统计局，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乘联会，中诚信国际整理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由自主品牌主导，中国品牌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占新能源乘用车销

售总量的比重很高。根据中汽协数据，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

合计为824.1万辆，占新能源汽车销售总量的86.8%，同比提升5.8个百分点，市场集中度进一

步提升。乘联会于2024年1月发布2023年全年零售销量快报，从零售端来看，比亚迪汽车凭借

其丰富的产品、不断提升的品牌影响力，位列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位，市场份额为35.0%；特

斯拉中国及广汽埃安分别以7.8%和6.3%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二、三位，前十大企业竞争格局尚

不稳定。整体来看，依托持续培育形成的较为成熟的产业链和技术，我国新能源汽车厂商在

全球市场的地位或将持续提升。值得关注的是，国际主流车企均已发布电动化方面的长期规

划，并明确把中国作为电动化潜在的最大市场，预计未来合资车企电动化将加速；且造车新

势力在设计、营销与宣传方面存在一定优势，造车新势力的品牌影响力及市场占有率亦快速

提升，未来市场竞争将愈发激烈，市场格局尚不稳定，新能源车企尚未形成绝对的龙头效应

和规模优势，需持续关注新能源汽车市场结构变化情况。同时，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营销及研

发投入偏高的背景下，传统车企拥有雄厚的资本可支持其后续发展，而新势力车企短期内无

法扭转亏损局面，仍需靠资本市场填补亏损，若其销量不及预期或长期无法扭转亏损局面，

未来信用实力将有待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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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业财务表现 

2023 年以来，汽车行业进一步恢复，车企整体经营获现能力有所提升，虽然债务规模有所增长，但

融资渠道畅通且货币资金充裕，整体偿债压力较为可控；预计 2024 年盈利亦将进一步修复，但以

合资品牌为代表的传统燃油车企业盈利水平或将持续承压，需持续关注新能源车和出口增长的可持

续性及商用车需求的恢复情况。 

样本企业概述 

中诚信国际在财务分析时，主要采用上市或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的15家汽车整车制造企业作

为样本，样本覆盖了乘用车和商用车主要企业，涉及部分前十大重点汽车企业集团，具有较

高的行业代表性。 

表3：样本企业情况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盈利能力 

2022年在消费政策的进一步刺激下，样本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但增速有所放缓，且乘用车与

新能源车企盈利能力上升，商用车企业业绩继续承压；2023年以来，汽车市场进一步恢复，乘用车

及新能源车企业盈利能力持续上升，商用车板块企稳回升。 

从营业总收入情况看，样本企业分化态势明显，一方面随着汽车行业外商投资限制的取消，

部分汽车集团旗下合资车企受到冲击，且商用车市场需求低位徘徊，部分车企产能利用率及

整车产销量下滑，上述原因使得半数样本企业2022年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另一方面得益于

新能源汽车需求旺盛及出口势头迅猛，以比亚迪为首的部分车企产销量增速较快，带动当年

样本企业营业总收入合计增长6.24%，但增速有所放缓。2023年以来，外部影响因素消除，中

公司名称 企业简称 主要品牌国别及定位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北汽集团 乘用车：中低端自主、高端德系、中低端韩系；商用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 乘用车：中低端自主、中端日系、中端美系、高端自主；商用车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 乘用车：中低端自主；商用车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亚迪 乘用车：低端自主、中端德系；商用车；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风集团股份 乘用车：低端自主、中高端日系、中端韩系、中端其他；商用车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汽集团 乘用车：中端自主、中端日系、中端其他；商用车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集团 乘用车：中低端自主、中端德系、中高端美系；商用车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 乘用车：高低端自主、中高端德系、中端日系；商用车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宇通客车 商用车 

江铃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江铃汽车 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 

赛力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赛力斯 乘用车：低端自主；商用车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 商用车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吉利控股 乘用车：低端自主、中高端其他；商用车 

厦门金龙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龙汽车 商用车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淮汽车 乘用车：低端自主；商用车 



中诚信国际行业展望  

中国汽车行业展望，2024 年 1 月 12 

国汽车市场进一步恢复，产销量创历史新高，前三季度样本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9.69%，

预计全年整车制造企业营业总收入将进一步提升。毛利率方面，受益于钢材等原材料价格逐

步回落企稳，以及销量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摊薄固定成本，2022年及2023年前三季度样本企

业毛利率均值持续回升。 

期间费用方面，随着多款新车型陆续上市，多数样本企业推进营销渠道建设、加大广宣投入，

2022年及2023年前三季度样本企业合计销售费用同比增加，部分企业职工薪酬增长令管理费

用延续上升态势；研发投入作为车企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点，2023年以来仍保持高位，其中

以比亚迪、吉利控股为主的乘用车企业涨势最为明显。整体来看，近年来样本企业期间费用

总额呈增长态势，但在营业总收入上升的背景下，期间费用率基本保持稳定。 

净利润方面，受行业竞争加剧等负面因素影响，2022年样本企业合计净利润同比下滑4.99%，

且当年样本企业投资收益总额占净利润总额比例为63.38%，合资品牌的利润实现对投资收益

依赖度较高。分车型看，乘用车方面，竞争格局变化导致业绩出现分化，因政策刺激景气度

回升、出口及新能源车增量贡献较多，比亚迪、长安汽车等自主品牌净利润涨势迅猛，而上

汽集团等车企受合资品牌销量下滑影响，净利润同比下降较多；2023年前三季度乘用车购车

需求进一步释放，带动样本企业净利润同比提升。新能源汽车方面，比亚迪作为板块的龙头，

对样本企业2022年收入和利润带动效应明显；2023年以来，各新能源车企产品出海加速，整

车销量迎来新的突破，前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较快，且受益于产业链降本以及高端化布局，

整体盈利水平有所提升。商用车方面，因前期排放标准切换、治超罚超政策下需求透支，2022

年货车、客车产销量均有较大幅度下降，对相关企业利润水平造成一定拖累；2023年前三季

度，下游需求有所回暖，销量触底反弹，多数企业净利润同比增长或扭亏为盈。 

中诚信国际认为，乘用车市场销量增长，整体盈利能力增强，但车企仍需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以提升自身竞争力，同时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出和燃油车销量下滑的背景下，行业竞争加剧，

车企仍保有一定的降价促销动力，亦对车企利润造成影响。在行业景气度向好的大背景下，

车企仍需提升产能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加强成本控制能力，预计2024年整车市场利润水平将

延续平稳增长，分化态势日益明显，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及出口将贡献主要增量，以合资品

牌为代表的传统燃油车企业盈利水平或将持续承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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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样本企业收入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图18：样本企业净利润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本结构及偿债能力 

2022年以来，车企整体债务规模增加，债务结构以短期为主但有所优化，杠杆比率持续下降；各车

企经营获现及偿债能力有所分化，但畅通的融资渠道及较高的货币资金保有量令实际偿债压力较为

可控。 

资本结构方面，2022年末及2023年9月末样本企业总债务规模均小幅增加，但受益于各国有大

型汽车集团资本实力雄厚，平均总资本化比率分别为39.79%和38.37%，整体杠杆比率处于较

低水平，短期债务占总债务比例分别为65.14%和62.59%，整体债务结构有所优化。2023年9月

末总债务规模虽有所增加，但多数车企利润积累推高权益规模，整体总资本化比率随之回落。 

现金流方面，2022年样本企业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合计为2,465.37亿元，同比上升1.78%。

分车型来看，半数乘用车企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比亚迪正面作用较强带

动样本企业整体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呈小幅增长态势；受行业需求萎缩等多重因素影响，多数

商用车企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投资活动现金流方面，2022年样本企业投资

活动现金流出净额合计为2,206.60亿元，净流出同比增加105.62%，主要为新能源车需求增长

以及国产化零部件竞争力的不断增强，促使企业加大投资扩产力度；由于车企仍需加大研发

及新品推出力度，并扩充产能以提升竞争力，预计后续资本支出将维持在一定水平。同期，

超半数车企总债务呈净偿还态势。2023年前三季度，多数乘用车企业经营获现情况好转，且

除个别企业外，各商用车企经营获现水平亦明显改善；同时，车企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仍保

持一定增速，经营获现可以覆盖投资需求，随着分红金额增加，筹资活动现金净流出规模扩

大。 

偿债指标方面，得益于债务结构改善以及经营获现能力的提升，2022年及2023年1~9月样本企

业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对债务的覆盖能力持续提升。此外，国有大型汽车集团受汽车金融业务

开展等因素影响，经营活动现金流波动幅度很大，其对债务的偿付指标相对较低；但国有大

型汽车企业普遍拥有财务公司，加之其对当地工业发展至关重要，银企关系和谐，融资渠道

畅通，可凭借政府支持维持稳定的信用质量，整体流动性压力较小。2023年以来，多数车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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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情况进一步改善，但受债务规模上升影响，2023年前三季度偿债指标有所弱化，部分商

用车企及处于转型期的乘用车企仍面临一定的流动性压力。整体看来，整车制造企业在日常

运营中通常保有较为充裕的货币资金，且2023年以来经营情况持续向好，实际偿债压力较为

可控。 

图19：样本企业现金流情况（单位：亿元） 图20：样本企业总债务及偿债指标情况（单位：亿元，X）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诚信国际整理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诚信国际整理 

四、 结论 

受益于汽车扶持政策、刺激消费举措及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等，叠加出口势头强劲，乘用

车市场进一步恢复，2023年以来车企销量及盈利水平整体上行，行业景气度连续三年实现提

升，其中新能源汽车市场增长明显；商用车市场企稳回升，相关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预

计2024年汽车行业销量仍将呈增长态势，盈利水平亦将进一步修复，需持续关注新能源车和

出口增长的可持续性及商用车需求的恢复情况。2023年以来样本企业债务整体规模有所上升，

但由于货币资金充裕，经营获现能力提升且融资渠道畅通，大部分企业凭借较强的再融资能

力维持稳定的财务风险，整体偿债压力较为可控，中国汽车行业的展望维持稳定。同时，乘

用车和商用车企业盈利和偿债能力仍将有所分化，国有大型汽车集团杠杆水平较低，偿债能

力强，部分商用车企及处于转型期的乘用车企仍面临一定的流动性压力。长远看我国新能源

汽车市场仍将保持较大的发展空间，新能源汽车的展望维持稳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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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样本企业财务数据 

 
营业总收入（亿元） 净利润（亿元） 营业毛利率（%） 

2020 2021 2022 2023.1~9 2020 2021 2022 2023.1~9 2020 2021 2022 2023.1~9 

北汽集团 2,900.96  2,900.48  2,748.35  2,240.59  92.15  92.87  107.01  109.78  22.43 20.54 22.71 22.82 

长安汽车 845.66  1,051.42  1,212.53  1,082.06  32.88  36.04  77.45  87.42  14.30 16.64 20.49 17.88 

长城汽车 1,033.08  1,364.05  1,373.40  1,195.04  53.62  67.25  82.53  49.97  17.21 16.16 19.37 18.84 

比亚迪 1,565.98  2,161.42  4,240.61  4,222.75  60.14  39.67  177.13  223.26  19.38 13.02 17.04 19.79 

东风集团股份 1,110.36  1,168.95  964.23  465.56  106.00  113.75  91.84  2.06  10.88 9.05 6.02 7.13 

广汽集团 631.57  756.76  1,100.06  981.82  60.51  73.91  79.98  41.67  6.47 7.92 6.99 6.94 

上汽集团 7,421.32  7,798.46  7,440.63  5,233.42  291.88  339.42  228.43  167.31  10.76 9.63 9.61 9.97 

一汽解放 1,136.81  987.51  383.32  481.23  26.41  39.00  3.68  4.12  9.20 10.07 8.04 7.46 

宇通客车 217.05  232.33  217.99  189.50  5.18  6.26  7.68  10.63  17.48 18.65 22.83 22.97 

江铃汽车 620.52  673.88  650.75  384.53  8.39  10.85  5.56  9.26  15.08 13.33 11.79 15.67 

赛力斯 143.02  167.18  341.05  166.80  -22.34  -26.31  -52.21  -34.51  4.56 3.77 11.32 6.76 

中国重汽 981.98  933.57  592.91  413.89  74.24  47.09  20.51  26.23  19.94 16.78 16.89 16.97 

吉利控股 3,256.19  3,603.16  4,062.69  3,544.17  131.91  115.23  92.35  70.11  19.65 21.66 19.17 19.40 

金龙汽车 139.58  154.18  182.40  140.84  0.61  -7.76  -4.57  1.16  12.37 8.79 9.56 11.23 

江淮汽车 429.06  403.11  365.77  339.78  2.49  0.13  -17.27  0.96  9.30 8.17 8.43 11.44 

合计/平均数 22,433.14  24,356.46  25,876.69  21,081.98  924.07  947.40  900.10  769.43  14.97 14.06 14.88 15.95 

同比变动 3.34% 8.57% 6.24% 19.69% -1.90% 2.52% -4.99% 10.76% -0.57pp -0.92pp 0.83pp 1.07pp 

 
总债务（亿元） 总资本化比率（%）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总债务（X） 

2020 2021 2022 2023.9 2020 2021 2022 2023.9 2020 2021 2022 2023.9 

北汽集团 1,891.64  1,570.91  1,441.44  1,387.73  61.40 52.84 52.18 48.97 0.13  0.16  0.22  0.16  

长安汽车 192.07  261.26  244.92  371.04  26.42 31.86 28.01 33.46 0.56  0.88  0.23  0.47  

长城汽车 382.51  482.90  607.84  552.58  40.01 43.73 48.24 45.66 0.14  0.73  0.20  -0.03  

比亚迪 612.66  427.24  252.12  326.98  48.73 29.07 17.20 18.82 0.74  1.53  5.59  2.99  

东风集团股份 1,068.57  1,021.47  1,015.49  640.35  43.06 40.15 38.01 27.92 0.03  0.11  0.08  -0.13  

广汽集团 257.02  254.46  288.92  340.99  22.87 21.56 19.12 21.51 -0.11  -0.22  -0.19  0.12  

上汽集团 2,220.58  2,218.80  2,170.12  2,050.46  41.73 40.29 39.22 37.39 0.17  0.10  0.04  0.10  

一汽解放 38.78  131.98  92.87  206.32  13.64 33.46 28.14 46.10 -0.20  1.15  -0.55  0.66  

宇通客车 39.63  32.49  23.57  34.18  20.42 17.48 13.90 20.28 0.90  0.22  1.38  1.51  

江铃汽车 185.50  211.12  197.64  135.91   44.98 49.18 46.97 37.15 0.45  0.30  0.12  0.40  

赛力斯 112.22  129.21  221.45  171.06  66.63 62.57 69.32 72.46 0.10  -0.08  -0.05  -0.05  

中国重汽 146.23  119.78  139.21  160.65  29.07 21.88 24.47 26.43 1.33  -0.27  0.78  0.19  

吉利控股 1,500.71  1,368.23  1,537.12  2,038.30  49.63 44.24 46.04 50.62 0.23  0.32  0.21  0.17  

金龙汽车 97.04  118.39  120.31  122.85  60.56 70.00 72.88 75.17 0.02  0.16  -0.02  0.17  

江淮汽车 125.65  162.11  181.95  176.22  47.45 50.54 56.40 54.62 -0.11  0.11  0.08  0.21  

合计/平均数 8,870.81  8,510.35  8,534.97  8,715.62  44.45 40.63 39.31 38.58 0.21  0.28  0.29  0.25  

同比变动 10.03% -4.06% 0.29% 2.12% 0.31pp -3.81pp -1.33pp -0.73pp 0.02  0.07  0.004  -0.04 

注：1、中诚信国际在分析时将“其他流动负债”及“其他应付款”中的有息负债调入短期债务；将“长期应付款”中的有息负债以及计入“其他权益工
具”的永续债调入长期债务；2、由于缺乏相关数据，2023 年 9 月末数据仅调整超短期融资券；3、中国重汽、东风集团股份 2023 年三季报数据不可得，
相关数据为 2023年半年报数据。 

资料来源：中诚信国际通过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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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中诚信国际行业展望结论定义 

行业展望 定义 

正面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将有明显提升、行业信用分布存在正面调整的可能性 

稳定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负面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将恶化、行业信用分布存在负面调整的可能性 

正面减缓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正面”状态有所减缓，但仍高于“稳定”状态的水平 

稳定提升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稳定”状态有所提升，但尚未达到“正面”状态的水平 

稳定弱化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稳定”状态有所弱化，但仍高于“负面”状态的水平 

负面改善 未来 12~18 个月行业总体信用质量较上一年“负面”状态有所改善，但尚未达到“稳定”状态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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