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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汽车工业就受到最

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建国初期，无论从供给端还是从需求端看，

中国发展汽车工业的条件都还很不成熟。从供给端看，作为生产汽车最

为基本的原材料，建国初期中国粗钢产量相对非常低；在需求端，我国

建国初期公路里程数也相对较低，至 1960 年全国公路里程数为 51 万公

里，仅相当于美国同期十分之一左右。（2）考虑到现实需求问题，我

国汽车产业在早期阶段更加侧重于生产卡车和越野车等车型，轿车产量

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对较低。仅以早期汽车工业的主导者第一汽车制

造厂为例，在 1955 年-1973 年间，该厂产量长时间高度向“解放”牌卡

车等车型倾向，单年最高产量达到过 50605 辆（1971 年），与之相比，

作为国产轿车代表的红旗轿车单年最高产量仅为 307 辆（1964 年）。（3）

在现实的资源和技术约束条件下，尽管我国汽车产业在 60 年代-70 年代

产量上出现了较大提升，也仍然面临着不少技术方面问题。仍以第一汽

车制造厂的主要产品解放牌汽车为例，尽管该车实现了量产，但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该产品返修率始终处于 10%以上水平，最高甚至一度达到

50%以上。（4）自 1975 年，我国汽车工业开始进行一些技术合作方面

的尝试，伴随改革开放后，我国主要汽车生产厂全面转向与国外车企合

作，直到新能源汽车崛起，这种格局才出现新的变化。

厚积薄发下的新能源车大发展。（1）目前我国在新能源车生产方面具有

较大优势，是全球最主要的新能源车生产国。（2）新能源车之所以能

够取得这样“弯道超车”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与新能源车自身成本结构

及我国此前在相关领域的长期积累有关。从车辆制造的成本投入来看，

新能源车成本中最重要的是电池等，在成本当中占比约在 40%上下，这

一点与传统车主要成本来自于发动机存在较大不同。长期以来，我国在

电气设备方面的技术优势要比发动机方面大得多。从这一点上讲，新能

源车大发展是我国电气设备领域技术优势长期积累下的一个产物。

风险提示：政策调整滞后，经济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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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的历程

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汽车工业就受到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9 年 12 月，毛

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时期，曾被安排参观斯大林汽车厂，他对随行人员明确表示“我

们也要有这样的工厂”。而彼时苏联领导人也同样建议中国尽早发展汽车工业，

据回忆，斯大林曾对毛泽东主席称“汽车厂代表现代机械工业的最高水平，你们

建一个汽车厂，就可以带动整个机械工业和钢铁、化工、建筑等行业向前发展。”

就此，中国与苏联方面敲定援建中国大型汽车厂的相关内容。

在这个阶段，无论从供给端还是从需求端看，中国发展汽车工业的条件都还很不

完善。从供给端看，作为生产汽车最为基本的原材料，建国初期中国粗钢产量相

对非常低，整个 40 年代，中国年均粗钢产量仅有 38.3 万吨，不仅远远低于日本

水平，甚至在 1953 年之前还要低于印度水平。这一阶段中国工业产业体系还十分

贫弱。

图1：新中国建立之初粗钢产量较低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在需求端，我国建国初期公路里程数也相对较低，至 1960 年全国公路里程数为

51 万公里，仅相当于美国同期十分之一左右，从这一点上看，我国在当时阶段汽

车的民用场景也并不十分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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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建国初期公路里程较低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但是，几件政治军事事件使得我国汽车工业研发不得不被提上日程。一是朝鲜战

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我国汽车工业的短板。据彭德怀军事参谋王亚志的

回忆，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非常缺乏汽车，入朝后仅 72 天，国内就为前线补充

了汽车 12486 辆，其中损失 6646 辆，送回国内修理 438 辆，损失率达 60%以上。

因此，1950 年 11 月 5 日，周恩来在与苏联的扎哈罗夫商谈苏联援助时称“现时

汽车第一，坦克、大炮都可以放在汽车后”。11 月 7 日，周恩来又致电斯大林，

反映“车辆不足”1。二是苏联撤出专家和援助，不仅没有打消中国发展汽车工业

的决心，反而使得中国更有必要依靠自身力量完善工业体系。

考虑到现实需求问题，我国汽车产业在早期阶段更加侧重于生产卡车和越野车等

车型，轿车产量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对较低。仅以早期汽车工业的主导者第一

汽车制造厂为例，在 1955 年-1973 年间，该厂产量长时间高度向“解放”牌卡车

等车型倾向，单年最高产量达到过 50605 辆（1971 年），与之相比，作为国产轿

车代表的红旗轿车单年最高产量仅为 307 辆（1964 年）。在一阶段，CA770 红旗

三排座高级轿车是红旗系列定型后最为成熟的代表性车型，自 1966 年 5 月后就长

期作为各级政府专车，但整个 CA770 一共也只生产了 1510 辆，产量相对极低。

1
以上材料参见沈志华、李丹慧，《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 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

复旦大学出版社，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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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第一汽车制造厂各类车型产量

资料来源：第一汽车制造厂史志编纂室，《第一汽车制造厂志》，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第 15

页，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但是，在现实的资源和技术约束条件下，尽管我国汽车产业在 60 年代-70 年代产

量上出现了较大提升，也仍然面临着不少技术方面问题。仍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

主要产品解放牌汽车为例，尽管该车实现了量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该产品

返修率始终处于 10%以上水平，最高甚至一度达到 50%以上。而这并非孤例。1958

年 10 月，红旗轿车推出了内部代号为红旗 CA72 的轿车，是以 1955 年款克莱斯勒

帝国为原型车打造而来，并搭载了一台 V8 发动机，但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工艺，一

汽打造这台 V8 发动机的良品率极低，仅为 3%左右。

图4：解放牌汽车返修率始终较高

资料来源：第一汽车制造厂史志编纂室，《第一汽车制造厂志》，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第 161

页，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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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种困难下，中国汽车产业也尝试依靠自身力量进行一些技术创新。较为成功

的案例是第一汽车制造厂与冶金部门合作开发的含钛和稀土的低合金钢板。这一

材料的研发成功，极大满足了汽车生产需求，基本实现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用钢的

完全自给。

图5：一汽用钢自给率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史：1901-1990》，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 年，

第 45页，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在面临较大资源约束和技术约束的情况下，中国汽车产业一度也采用过“土洋结

合”的技术模式。在 1958 年到 1961 年间，上海货车修理厂尝试自行研发汽车，

在缺乏优质钢板的情况下，该厂采用木料来制作大梁和弹簧，可想而知，这样的

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尽管我国在汽车产业方面做出了

诸多努力，但仍然没能完全摆脱依赖进口的局面。

图6：1958 年-1975 年汽车行业投资额占比持续提升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史：1901-1990》，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 年，

第 307页，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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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汽车产业仍然长期需要大量进口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史：1901-1990》，人民交通出版社，1996 年，

第 307页，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在 1975 年，开始进行一些技术合作方面的尝试。1975 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

务院工作，当时主管全国汽车工业的一机部召开紧急会议，安排“全面整顿”工

作。当年 10 月，一机部提出邀请英国里卡图公司协助解决二汽发动机问题的建议，

随后该项合作在 1977 年 10 月正式达成，这也开启了我国后续在汽车工业领域引

入国外技术的先河。1981 年，中国轿车的代表“红旗”轿车被国务院以高油耗为

理由勒令停产，自此国产高端轿车生产陷入沉寂，我国主要汽车生产基地重心纷

纷转向与国外车企合作生产合资车。直到 1996 年，一汽借用奥迪 100C3 平台使

“红旗”再生，被人们称为小“红旗”以区别于之前的大“红旗”。总体上看，

伴随改革开放的开启，我国主要汽车生产厂全面转向与国外车企合作，直到新能

源汽车崛起，这种格局才出现新的变化。

厚积薄发下的新能源车大发展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在新能源车生产方面具有较大优势，是全球最主要的新能源

车生产国，2023 年新能源车对外出口高达 120.3 万辆，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

地位。与此同时，EVTank 数据显示，2023 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1465.3 万

辆。照此计算，中国占据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约 23%的份额。

我们认为，新能源车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弯道超车”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与新

能源车自身成本结构及我国此前在相关领域的长期积累有关。从车辆制造的成本

投入来看，新能源车成本中最重要的是电池等，在成本当中占比约在 40%上下，

这一点与传统车主要成本来自于发动机存在较大不同。而长期以来，我国在电气

设备方面的技术优势要比发动机方面大得多。仅以进出口比较优势指数（RCA）的

计算结果来看，自 2003 年 20 年来，我国电气机械 RCA 指数长期处于 1.5 以上水

平，甚至一度超过 2，而在此期间我国发动机 RCA 指数则长期处在 1 以下水平，

至今尚未发生明显变化。从这一点上讲，新能源车大发展是我国电气设备领域技

术优势长期积累下的一个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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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新能源车成本结构与传统车存在较大区别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图9：我国在电气设备方面的比较优势要比发动机高得多

资料来源：Wind，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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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历史数据缺失，经济增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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