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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乘风破浪，汽车大航海时代已至  

 
 国内汽车新能源出口占比快速提升 

2020年至今，国内快速复工复产，汽车出口从 108万辆增长至 522万辆，

2020-2023 年 CAGR 为 69%，国内汽车出口实现高速增长，超越日本成为全

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分出口区域来看，乘用车出口增量主要来自于欧洲

和亚洲，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增量以纯电车型为主。分出口目的国来看，出

口增量 TOP10国家贡献超 60%。2020-2023年国内新能源乘用车出口比例从

2020年的 8.2%快速增长至 2023年的 27.4%，新能源占比快速提升。 

 多维度寻找全球优质汽车消费市场 

我们认为优质汽车消费市场应满足大市场规模、进口依赖度高、利润率高

以及政策支持四大特点。从市场空间来看，西欧、北美、东亚、东南亚&南

亚、拉美和东欧均具备较大市场规模。从进口依赖度来看，拉美、东南亚&

南亚、东欧、中东&非、大洋洲对汽车进口依赖度较强，西欧、北美和东亚

也存在部分进口需求。目前国内盈利能力较低，出口成为车企提升盈利能

力之关键。在政策方面，全球各地区均有出台新能源汽车消费促进政策。 

 汽车有望复刻家电出海之路 

1978-1988年，家电技术引进，对应早期国内汽车生产能力的建设。1988-

1998 年，中国家电迈入全球市场，对应汽车行业较多合资品牌成立并迈向

全球市场。1998-200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海外供给，中国家电份额

快速提升，对应国内在疫情影响下快速恢复，实现汽车出口高增长。2008-

2018 年，家电企业能够提供研发设计、核心部件的加工制造，随着国内车

企的加速成长，未来有望在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上主导全球供应链。 

 从丰田看全球扩张看中国车企出口前景 

丰田的全球化扩张可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日本放开对汽车出口的限制，

丰田在精益生产模式下生产效率提升，出口逐渐形成小规模量级，但对北

美市场的探索较为失败。60-70年代，丰田增强产品对当地市场的针对性，

成功打开北美市场。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出口规模快速提升，北美成为

重要市场。80年代起，丰田加快海外建厂，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在技术积

累加持下，车型可靠性与经济性全球领先。 

 国内竞争激烈，出口开辟蓝海 

新能源趋势带动车企转型，新势力涌现，行业竞争加剧，车企销量集中度

下滑，20/21/22/23 年国内 CR3 分别为 52%/47%/43%/40%，伴随而来的

是国内车企盈利能力的下滑。主流车企除了将产品通过海运出口外，还积

极谋求在国外建设产能基地，从而更好地服务当地市场。随着车企在外部

营销网络的逐步丰富以及产能布局的逐渐完善，我们预计 2024 年乘用车

有望实现出口 535 万辆，同比增长 30%，维持高速增长态势。 

 投资建议：优质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受益于出海浪潮 

国内汽车行业出海加速，出口高增助推销量提升。1）整车方面，推荐在海

外加速布局，技术领先+销量兑现的整车企业比亚迪、长安汽车、理想汽车、

吉利汽车、上汽集团、长城汽车。2）零部件方面，出口推动下游客户销量

提升，零部件企业有望受益，推荐优质创新型汽零公司如电连技术、星宇

股份、伯特利、拓普集团、新泉股份、银轮股份、凌云股份等。   
风险提示：行业竞争加剧风险，汇率波动风险，政策不及预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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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汽车出口回顾 

1.1 2023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从国内历年汽车出口量来看，汽车出口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 

阶段 1：2001-2006 年，汽车出口从 2 万辆增长 164 万辆，2001-2006 年 CAGR

为 131%。国内车企开始陆续出口中东以及非洲地区，性价比优势带动出口量快速提

升，但海外售后服务体系的建设较为落后，出口量继而下滑； 

阶段 2：2007-2019 年，汽车出口从 61 万辆增长至 2019 年的 122 万辆，2007-

2019 年 CAGR 为 6%。金融危机对全球汽车消费的负面影响逐渐消弭，2009 年后

国内汽车出口量快速恢复，后续出口量有所波动，但整体维持在 100 万辆左右，受

海外发达地区排放标准的影响，对欧洲、北美的出口量较少，产品主要销往东南亚、

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 

阶段 3：2020 年至今，汽车出口从 108 万辆增长至 522 万辆，2020-2023 年

CAGR 为 69%。疫情导致全球汽车供应链受阻，国内快速复工复产，产品主要销往

欧洲、东南亚、拉美、中东、非洲等地区 

图表1：国内汽车出口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2023 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2020 年以来，国内乘用车

出口快速提升，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3 年国内乘用车出口 443.5 万辆，同比+65.9%，

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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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中国、日本、德国乘用车出口走势（万辆） 

 

图表3：2023 年国内乘用车出口首次超越日本(万辆)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日本自动车工业协会，国联

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日本自动车工业协会，国联

证券研究所 

1.2 亚洲和欧洲贡献超 80%新能源乘用车出口量 

2023 年乘用车出口量主要由欧洲、亚洲和美洲贡献。分区域来看，2023 年国内

对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的乘用车出口分别为 175.9/154.8/82.1/20.5/10.1万辆，

占比分别为 39.7%/34.9%/18.5%/4.6%/2.3%。 

2023 年亚洲和欧洲贡献超 80%新能源乘用车出口量。分动力类型来看，2023

年 国 内 对 亚 洲 / 欧 洲 / 美 洲 / 大 洋 洲 / 非 洲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出 口 分 别 为

71.3/70.0/16.1/10.3/0.8 万辆，占比分别为 42.3%/41.5%/9.6%/6.1%/0.5%，亚洲和

欧洲合计贡献超 80%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量。 

图表4：2023 年乘用车出口分区域（万辆） 

 

图表5：2023 年乘用车出口分区域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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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分区域（万辆） 

 

图表7：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分区域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乘用车出口主要增量来自于欧洲、亚洲和美洲。分区域来看，相较于 2020 年，

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非洲乘用车出口增量分别为 160.1/119.9/63.0/17.1/2.8

万辆，占比分别为 44.1%/33.0%/17.4%/4.7%/0.8%，主要增量贡献来自于欧洲、亚

洲和美洲。 

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增量主要来自于欧洲和亚洲并且增量以纯电车型为主。分动

力类型来看，相较于 2020 年，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非洲新能源乘用车出口

增 量 分 别 为 62.9/57.7/15.1/10.2/0.7 万 辆 ， 占 比 分 别 为

42.9%/39.4%/10.3%/6.9%/0.5%，其中欧洲和亚洲的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增量合计占

比超 80%，各区域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增量均以纯电车型为主。 

图表8：2020-2023 年乘用车出口增量分区域（万辆） 

 

图表9：2020-2023 年乘用车出口增量分区域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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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2020-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增量分区域

（万辆） 

 
图表11：2020-2023 年新能源乘用车出口增量分区域

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1.3 乘用车出口 TOP10 目的国贡献占比 56% 

2023 年出口 TOP10 目的国占比 56%。分国家来看，2023 年国内乘用车 TOP10

出口目的国分别为俄罗斯/墨西哥/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泰国/菲律宾/阿

联酋/西班牙，出口量分别为 75.6/34.6/21.2/20.2/18.6/18.3/16.5/15.0/14.6/13.7 万辆，

占比分别为 17.0%/7.8%/4.8%/4.6%/4.2%/4.1%/3.7%/3.4%/3.3%/3.1%，TOP10 国

家出口占比为 56.0%。 

2023 年出口 TOP10 目的国动力类型较为分化。分动力类型来看，俄罗斯/墨西

哥/比利时/英国/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泰国/菲律宾/阿联酋/西班牙的新能源汽车出口

量分别为 2.0/1.5/19.5/13.7/8.8/0.1/15.6/11.6/3.6/9.6 万辆，其中俄罗斯、墨西哥、澳

大利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以燃油车为主，比利时、英国、泰国、菲律宾、西班牙

以新能源车为主。 

图表12：2023 年乘用车 TOP10 出口目的国（万辆） 

 

图表13：2023 年乘用车 TOP10 出口目的国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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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2023 年乘用车 TOP10 出口目的国分动力类型（万辆）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2023 年出口增量 TOP10 目的国贡献超 60%。分国家来看，相较于 2020 年，

2023 年国内乘用车增量 TOP10 出口目的国分别为俄罗斯/墨西哥/比利时/英国/泰国

/ 澳 大 利 亚 / 阿 联 酋 / 西 班 牙 / 菲 律 宾 / 土 耳 其 ， 出 口 增 量 分 别 为

71.8/31.5/19.5/17.6/16.2/15.6/14.0/13.5/13.1/10.0 万辆，增量贡献占比分别为

19.8%/8.7%/5.4%/4.9%/4.5%/4.3%/3.8%/3.7%/3.6%/2.7%，其中俄罗斯、墨西哥、

比利时的增量贡献占比均超过 5%，TOP10 国家增量贡献占比为 61.4%。 

较多国家增量贡献以新能源车为主。分动力类型来看，相较于 2020 年，俄罗斯

/墨西哥/比利时/英国/泰国/澳大利亚/阿联酋/西班牙/菲律宾/土耳其的新能源汽车增

量分别为 2.0/1.5/17.9/12.4/15.3/8.8/3.6/9.5/11.2/3.3 万辆，俄罗斯、墨西哥、阿联

酋、土耳其的增量以燃油车为主，比利时、英国、泰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菲律宾

的增量以新能源车为主。 

图表15：2020-2023 年乘用车增量 TOP10 出口目的国

（万辆） 

 
图表16：2020-2023 年乘用车增量 TOP10 出口目的国

占比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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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7：2020-2023 年乘用车增量 TOP10 出口目的国分动力类型（万辆）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除俄罗斯外，主要出口目的国经济增长带动汽车销量有所提升。2020-2023 年俄

罗斯/墨西哥/比利时/英国/泰国/澳大利亚/西班牙/菲律宾/土耳其的汽车销量CAGR分

别为 -16.3%/12.7%/2.7%/5.2%/1.5%/9.9%/2.9%/21.4%/16.8%，2020-2023 各国

GDP CAGR 分别为 2.7%/4.3%/3.7%/4.3%/2.0%/3.8%/4.9%/6.3%/16.0%。受地缘

政治因素影响，俄罗斯汽车销量有所下滑，国内车企在俄罗斯实现对日系、德系等品

牌的快速替代，实现对俄罗斯汽车出口的高速增长。除俄罗斯外，其他主要出口增量

目的国经济向好，带动各国汽车需求提升，助力国内汽车出口高速增长。 

图表18：2020-2023 年乘用车增量 TOP10 出口目的国分动力类型（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各国统计局，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1.4 中国出口量占产量比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乘用车出口的动力类型来看，新能源出口比例逐步提升。2020 年国内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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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基本都是燃油车，新能源汽车比例仅为 8.2%。2021 年新能源出口比例提升至

17.9%，其中特斯拉占比 9.5%，带动国内新能源出口占比显著提升。2022 年和 2023

年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转型加速，新能源出口比例分别提升至 25.7%/27.4%，其中

特斯拉比重分别为 10.7%/8.4%，其余品牌比重分别为 15.0%/19.0%，国内新能源汽

车产业呈现百花齐放态势。 

图表19：2020-2023 年乘用车增量 TOP10 出口目的国分动力类型（万辆）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中国出口量占产量比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 2020 年以来，国内出口量高速增

长，带动出口量占产量比重快速提升，2020-2023 年出口量占产量比重分别为

4.0%/7.7%/11.2%/17.0%。但与其他汽车强国横向比较，2023 年日本/德国/韩国的出

口占产量比重分别为 63.3%/72.6%/68.8%，远高于中国，中国出口量占产量比重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 

图表20：国内乘用车出口占产量比重快速提升 

 

图表21：国内乘用车出口占比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资料来源：中汽协，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中汽协，海关总署，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日本

自动车工业协会，韩国汽车制造商协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2. 如何寻找优质出口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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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优质市场需要具备较大的市场空间 

我们认为优质的汽车市场应具备以下特点：1）市场空间大；2）对汽车进口具有

较强的依赖度；3）利润率高；4）政策支持。 

从市场空间和新能源渗透率来看，我们将全球各区域分为四类市场，1）领先市

场，如中国和西欧，具备较大市场规模并且新能源渗透率较为领先；2）成长市场，

如北美和东亚，具备较大市场规模并且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3）潜力市场，如东南

亚&南亚、拉美和东欧，具备较大规模但仍以燃油车为主，未来新能源渗透率有望提

升；4）其他市场，如中东&非和大洋洲，市场规模较小并且新能源渗透率较低。在上

述四类市场中，领先市场、成长市场、潜力市场均为优质的汽车市场。 

图表22：各地区汽车销量及新能源渗透率情况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2.2 优质市场需要具备较强的进口依赖度 

从各地区的汽车生产和消费情况来看，全球汽车市场可划分为三类：1）产销比

高的汽车主要生产地区，其中中国、东亚汽车工业实力较强，全球较多车企在拉美、

东欧、东南亚&南亚、中东&非建立生产基地，以上五个地区 2023 年产销比均超过

100%；2）产销比适中并且部分依赖汽车进口的地区，如西欧和北美，当地汽车工业

实力较强，由于当地汽车市场空间较大，因此部分依赖于汽车进口；3）产销比低的

汽车主要消费地区，如大洋洲，高度依赖汽车进口。 

单位：万辆，% 汽车销量 占比 YOY 2018-2023CAGR 新能源销量 新能源渗透率 纯电渗透率 插混渗透率

全球 8,771 100.0% 11.4% -1.1% 1,407 16.6% 12.0% 4.6%

领先市场：具备一定规模、新能源渗透率领先

中国 3,005 34.3% 11.9% 1.4% 897 31.4% 22.1% 9.3%

广义西欧 1,334 15.2% 14.3% -3.8% 283 21.2% 14.8% 6.5%

成长市场：具备一定规模、新能源处于起步阶段

北美 1,787 20.4% 12.2% -2.1% 158 8.9% 7.3% 1.6%

东亚 673 7.7% 10.5% -1.6% 29 4.3% 3.4% 0.9%

潜力市场：具备一定规模、仍以燃油车为主

东南亚&南亚 856 9.8% 1.6% 1.1% 13 1.5% 1.4% 0.1%

拉美 465 5.3% 6.7% -3.4% 3 0.6% 0.4% 0.2%

广义东欧 354 4.0% 32.4% -2.2% 11 3.2% 2.8% 0.4%

其他市场：规模较小并且新能源渗透率较低

中东&非 160 1.8% 6.8% -5.8% 5 3.0% 2.8% 0.2%

大洋洲 137 1.6% 9.6% 0.8% 8 6.0% 6.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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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3：各地区汽车销量及产量对比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西欧地区拥有较强的本土汽车工业实力，是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地区，但对外部

汽车进口仍有部分需求。从西欧当地的汽车消费情况来看，德系/日系/美系/韩系/中

系 / 其 他 品 牌 的 销 量 分 别 为 489/155/127/94/29/439 万 辆 ， 占 比 分 别 为

36.7%/11.6%/9.5%/7.0%/2.2%/32.9%。从西欧当地的汽车生产情况来看，德系/日系

/ 美 系 / 其 他 品 牌 的 产 量 分 别 为 518/83/68/384 万 辆 ， 占 比 分 别 为

49.2%/6.4%/7.9%/36.5%。 

图表24：西欧汽车消费分品牌占比 

 

图表25：西欧汽车生产分品牌占比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单位：万辆，% 汽车销量 占比 YOY
2018-2023销

量CAGR
汽车产量 占比 YOY

2018-2023产
量CAGR

2023年产销比

全球 8,771 100.0% 11.4% -1.1% 8,965 100.0% 8.7% -1.3% 102.2%
产销比较高，汽车主要出口地区

东亚 673 7.7% 10.5% -1.6% 1,327 15.1% 11.9% -0.9% 197.1%
拉美 465 5.3% 6.7% -3.4% 661 7.5% 9.4% -1.5% 142.2%
广义东欧 354 4.0% 32.4% -2.2% 486 5.5% -2.5% -7.8% 137.3%
中东&非 160 1.8% 6.8% -5.8% 197 2.2% -17.7% -4.5% 123.1%
东南亚&南亚 856 9.8% 1.6% 1.1% 1,004 11.4% 2.0% 0.9% 117.3%
中国 3,005 34.3% 11.9% 1.4% 3,016 34.4% 11.6% 1.6% 100.4%

产销比适中，部分依赖汽车进口

广义西欧 1,334 15.2% 14.3% -3.8% 1,054 12.0% 16.2% -5.6% 79.0%
北美 1,787 20.4% 12.2% -2.1% 1,221 13.9% 8.2% -1.7% 68.3%

产销比较低，依赖汽车进口

大洋洲 137 1.6% 9.6% 0.8% 0 0.0%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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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6：西欧地区汽车销量及产量对比（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德系、日系、韩系、美系等较多品牌在东欧设有生产基地，虽然本土汽车产量较

大，但本质上是汽车消费市场。从东欧当地的汽车消费情况来看，德系/中系/日系/韩

系 / 美系 / 其他品牌的销量分别为 74/49/40/26/18/146 万辆，占比分别为

21.0%/13.7%/11.4%/7.5%/5.2%/41.3%。从东欧当地的汽车生产情况来看，德系/日

系 /韩系 /美系 /其他品牌的产量分别为 156/55/78/56/141 万辆，占比分别为

32.1%/16.0%/11.6%/11.2%/29.1%。 

图表27：东欧汽车消费分品牌占比 

 

图表28：东欧汽车生产分品牌占比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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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9：东欧地区汽车销量及产量对比（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北美地区与西欧地区类似，拥有较强的本土品牌，是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地区，但

对外部依然拥有进口需求。从北美当地的汽车消费情况来看，美系/日系/韩系/德系/

其 他 品 牌 的 销 量 分 别 为 796/615/178/165/32 万 辆 ， 占 比 分 别 为

44.6%/34.4%/10.0%/9.2%/1.8%。从北美当地的汽车生产情况来看，美系/日系/韩系

/ 德 系 / 其 他 品 牌 的 产 量 分 别 为 610/418/71/94/28 万 辆 ， 占 比 分 别 为

49.9%/34.2%/7.7%/5.8%/2.3%。 

图表30：北美汽车消费分品牌占比 

 

图表31：北美汽车生产分品牌占比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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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北美地区汽车销量及产量对比（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拉美地区生产的品牌主要为美系、日系、德系等外资品牌，虽然当地汽车产量较

大，本质上是汽车消费市场。从拉美当地的汽车消费情况来看，日系/美系/德系/韩系

/ 中 系 / 其 他 品 牌 的 销 量 分 别 为 117/96/71/40/29/113 万 辆 ， 占 比 分别 为

25.1%/20.5%/15.2%/8.6%/6.3%/24.3%。从拉美当地的汽车生产情况来看，日系/美

系/德系/韩系/中系/其他品牌的产量分别为 180/222/117/46/5/90 万辆，占比分别为

33.6%/27.3%/17.7%/7.0%/0.8%/13.6%。 

图表33：拉美汽车消费分品牌占比 

 

图表34：拉美汽车生产分品牌占比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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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5：拉美地区汽车销量及产量对比（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东亚地区为全球汽车主要生产地区。日本与韩国都是汽车强国，本土生产能力较

强，且当地汽车消费主要也是日系与韩系品牌，并且产量高于消费，对国际市场形成

较大出口量。从东亚当地的汽车消费情况来看，日系/韩系/德系/美系/中系/其他品牌

的 销 量 分 别 为 473/130/37/22/2/10 万 辆 ， 占 比 分 别 为

70.2%/19.4%/5.5%/3.2%/0.3%/1.4%。从东亚当地的汽车生产情况来看，日系/韩系

/ 美 系 / 其 他 品 牌 的 产 量 分 别 为 777/358/70/123 万 辆 ， 占 比 分 别 为

58.5%/27.0%/5.3%/9.3%。 

图表36：东亚汽车消费分品牌占比 

 

图表37：东亚汽车生产分品牌占比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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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8：东亚地区汽车销量及产量对比（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东南亚&南亚地区的主要消费品牌为日系和韩系，当地生产的主要品牌也是日系

和韩系，外资品牌占当地消费及产量比重较大，与拉美地区类似，东南亚&南亚地区

也是汽车消费地区。从东南亚&南亚当地的汽车消费情况来看，日系/韩系/中系/德系

/ 美 系 / 其 他品牌 的销量 分别 为 455/97/20/18/14/251 万 辆，占 比分别 为

53.2%/11.4%/2.4%/2.1%/1.7%/29.4%。从东南亚&南亚当地的汽车生产情况来看，

日系/韩系/中系/德系/美系/其他品牌的产量分别为 573/118/12/20/22/259 万辆，占比

分别为 57.1%/11.7%/2.2%/1.9%/1.2%/25.8%。 

图表39：东南亚&南亚汽车消费分品牌占比 

 

图表40：东南亚&南亚汽车生产分品牌占比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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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1：东南亚&南亚地区汽车销量及产量对比（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中东&非地区的生产品牌的集中度较低，主要系当地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人

工成本。当地主要消费品牌为日系、韩系、中系、美系和德系，属于汽车消费市场。

从中东&非当地的汽车消费情况来看，日系/韩系/中系/美系/德系/其他品牌的销量分

别为 66/29/23/16/14/12 万辆，占比分别为 41.3%/18.2%/14.3%/9.8%/9.0%/7.5%。

从中东&非当地的汽车生产情况来看，日系/中系/美系/德系/其他品牌的产量分别为

22/12/8/23/132 万辆，占比分别为 11.5%/11.1%/6.0%/4.0%/0.2%/67.3%。 

图表42：中东&非汽车消费分品牌占比 

 

图表43：中东&非汽车生产分品牌占比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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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4：中东&非地区汽车销量及产量对比（万辆）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从大洋洲的汽车消费情况来看，日系/美系/韩系/德系/中系/其他品牌的销量分别

为 65/18/18/16/13/7 万辆，占比分别为 47.9%/13.1%/12.9%/11.4%/9.2%/5.5%。大

洋洲地区无汽车生产能力，汽车消费依赖于进口。 

图表45：大洋洲汽车消费分品牌占比（万辆） 

 

图表46：大洋洲汽车生产分品牌占比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从全球各地区的生产和消费情况来看，西欧、北美、东亚是全球主要的汽车生产

地区，其中西欧、北美对汽车进口存在部分需求；拉美、东欧、东南亚&南亚、中东

&非、大洋洲都是汽车消费地区，对汽车进口依赖度大。 

2.3 国内车企出海有望展现强大竞争力 

合资车企盈利能力呈现下滑态势。从盈利能力来看，国内各合资车企的平均净利

率 呈 现 下 滑 趋 势 ， 2016-2022 年 的 平 均 净 利 率 分 别 为

12.5%/11.6%/11.5%/9.7%/8.6%/9.1%/9.0%。 

价格战进一步影响合资品牌盈利能力。2023 年年初行业消费需求较弱，车企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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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通过降价的方式提升销量，从而进一步影响盈利能力。以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为例，

上汽大众 2022/23H1 归母净利率分别为 10.6%/2.0%，上汽通用 2022/23H1 归母净

利率分别为 6.9%/1.7%，归母净利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图表47：国内合资车企历年平均归母净利率有所下滑 

 

图表48：价格战进一步影响合资品牌盈利能力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国联证券研究所 

国内车企出海有望展现强大竞争力。以丰田和本田为例，2022 年丰田在中国的

净利率为 9.2%，低于亚洲和日本，2022 年本田在中国的净利率为 6.1%，低于亚洲

和北美，盈利能力反映竞争格局。中国地区竞争愈加激烈，优质产品迭出，伴随国内

车企出海进程加速，国内车企有望在海外市场展现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助推汽车出口

快速增长。 

图表49：丰田与本田各地区净利率情况 

 
资料来源：Bloomberg，各公司年报，国联证券研究所 

2.4 各地区均出台新能源汽车相关鼓励政策 

随着汽车行业新能源趋势的不断深入，全球各地区均出台相关政策推动新能源

汽车行业的发展，为国内车企实现新能源汽车出口的高速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0%

5%

10%

15%

20%

2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上汽大众 上汽通用 广汽本田 广汽丰田

东风日产 东风本田 华晨宝马 平均归母净利率

0%

5%

10%

15%

20%

2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3H1

上汽大众 上汽通用

净利率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日本 19.5% 13.7% 17.9% 17.8% 16.7% 13.4% 17.3%

北美 4.9% 4.7% 3.1% 1.3% 1.1% 2.6% 3.9%

欧洲 2.9% -0.5% 2.6% 4.1% 4.6% 3.6% 4.4%

亚洲（含中国 10.0% 10.2% 9.6% 9.5% 7.6% 9.6% 11.6%

中国 7.7% 7.3% 5.8% 6.6% 8.7% 8.8% 9.2%

日本 -5.6% 5.8% 4.5% 0.0% -1.4% -4.1% 0.3%

北美 2.6% 5.2% 3.5% 3.5% 3.7% 6.4% 6.6%

欧洲 2.7% 1.9% 2.3% -1.0% 2.6% 5.4% 4.4%

亚洲（含中国 10.7% 10.7% 10.7% 10.7% 9.3% 7.8% 9.1%

中国 3.9% 3.8% 6.5% 6.7% 6.3% 7.3% 6.1%

丰田

本田



请务必阅读报告末页的重要声明 21 

 

 

行业报告│行业专题研究 

图表50：全球各地区新能源汽车相关政策梳理 

国家/地区 政策内容 

  欧洲 

欧盟 

《2019/631 文件》规定 2025 年、2030 年新注册乘用车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在 2021 年（95g/km）

基础上分别减少 15%、37.5% 

Fit for 55 中进一步加强了对汽车碳排放标准的限制，将 2030 年新注册乘用车的碳排放较 2021 年

的降幅由 37.5%提升至 55%，同时规定 2035 年实现新车的零排放 

意大利 
不超过 3.5 万欧元的纯电动车可获得 6000 欧元补贴，不超过 4.5 万欧元的插混汽车可获得 2500

欧元补贴 

西班牙 
适用于具有生态或零环境标签的车辆，重量不超过 3,500 公斤的商用车，援助金额最高可达

7,000 欧元，对于乘用车，补贴预算达到 4,500 欧元 

荷兰 2024 年购买纯电动车可获得新车补贴 2550 欧元 

  北美 

美国 
《美国通货膨胀削减法案》计划用 100 亿美元用于新能源汽车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的投资税收

减免，并对新能源汽车购买者减免最多可达 7,500 美元的税金。 

  拉美 

巴西 
工业产品税中电动车/混动车/传统汽车分别为 7%/11%/25，车辆所有权税中电动车/混动车/传统汽

车分别为 1%/2%/4%，增值税中电动车/混动车/传统汽车分别为 12%/18%/25% 

墨西哥 
2024 年临时豁免电动汽车的临时进口税，2030/2040/2050 年新车销售中电动车占比分别达到

5%/50%/100% 

  大洋洲 

新西兰 
零排放车辆可获得 7015 纽币的补贴，排放 1-100 克二氧化碳的车辆可获得 1725 纽币的补贴，

100-146 克的车辆无补贴，150-191 克的车辆将被收取费用 

  东南亚&南亚 

泰国 
2022-2023 年，电动车进口税可以获得 40%的减免优惠；2022-2025 年，新能源汽车的消费税从

8%降至 2% 

印尼 对在印尼生产的电动汽车最高补贴 5130 美金，混动汽车的补贴金额减半 

新加坡 
电动汽车的车主将获得额外注册费 45%的减免，上限为 20000 新元；部分电动车的退税额高达

5000 新元，出租车还可以达到 7500 新元；电动汽车和混动汽车的道路税下调 34% 

  东亚 

日本 加大新能源汽车补贴力度，其中电动车最高补贴金额高达 80 万日元 

韩国 对 5700 万韩元以内的电动车支付 100%的环保汽车国补补助金 

  中东&非 

阿联酋 到 2050 年阿联酋道路上 50%的车辆是电动汽车 

沙特阿拉伯 
为购买新能源电动车的消费者提供高达 5 万里亚尔的补贴，同时免除进口关税和增值税，新能源

汽车车主可享受免费停车、免费充电、优先通行、免费车牌等 

伊朗 免除电动汽车和排量 2500CC 以下混合动力车的进口关税 

埃及 

到 2025 年，电动汽车占汽车总量的 2%，到 2030 年，电动汽车占汽车总量的 10%；对新能源电

动车及充电桩的进口和销售实行减免关税和增值税，对新能源电动车的购买和运营提供补贴和优

惠，对新能源电动车的注册和牌照费用给予减免或优先，对新能源电动车及充电桩的建设和运营

给予财政补助和贷款支持等 

以色列 

对电动车/传统汽车分别征收 10%/83%的购置税；新能源电动车享受免征年检费、免征牌照费、

免征燃油税；对新能源电动车的购买者提供每辆车最高 6000 美元的补贴；新能源电动车的生产

者和进口商每辆车可获得最高 3000 美元的补贴 
 

资料来源：环球网，搜狐网，网易汽车，懂车帝，有驾网，展会圈，电车资源，汽车商业评论杂志，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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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山之石，探汽车出口之路 

3.1 汽车有望复刻家电出海之路 

国内家电出口历史可以分为四个十年： 

1）1978-1988 年，国内需求旺盛但供给受限，技术引进、生产能力构建是家电

行业发展的主线。（对应早期国内汽车行业车企的成立以及汽车生产能力的建设）； 

图表51：国内家电产量走势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委员会，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Wind，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52：国内家电出口占产量比重走势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2）1988-1998 年，宏观环境转向开放，引进外资，90 年代以前，主要大家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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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多数处于净进口状态，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本土产销相对规模陆续逆转，中国家

电迈入全球市场（对应汽车行业较多合资品牌成立，初步迈向全球市场）； 

 

图表53：国内电冰箱产销情况 

 

图表54：国内电视机产销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55：国内洗衣机产销情况 

 

图表56：国内风扇产销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联证券研究所 

3）1998-2008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重创家电的主要供给力量-亚洲四小龙，中国

家电获得份额快速提升的机会，同时中国加入 WTO，参与全球市场门槛进一步降低

（对应疫情影响海外汽车供应链，国内汽车产业快恢复，实现出口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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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7：国内家电出口增速走势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4）2008-2018 年，全球较大比例的家用空调、洗衣机、冰箱冰柜的需求都由中

国产能来满足，外销进入平稳阶段，但贸易方式得到质的飞跃，早期家电贸易更多的

是纯加工制造，目前能够提供研发设计、核心部件的加工制造。（随着国内车企的加

速成长，未来有望在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上主导全球供应链）。 

图表58：国内家电占全球产能比重 

 

图表59：中国出口满足较大比例全球家电需求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海关总署，国联证券研究所 

3.2 丰田：三阶段全球扩张，成就世界领先车企 

复盘来看，丰田的全球化扩张可分为三个阶段： 

1）起步期（50 年代）：日本放开对汽车出口的限制，丰田重启出口业务，精益

生产模式下生产效率提升，出口逐渐形成小规模量级，但对北美市场的探索较为失败。 

2）成长期（60-70 年代）：丰田吸取上一阶段失败的教训，增强产品对当地市场

的针对性，成功打开北美市场。此阶段公司技术持续升级，车型性价比优势突出。70

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出口规模快速提升，北美成为重要市场。 

3）成熟期（80 年代起）：出口规模受到贸易摩擦、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丰田

加快海外建厂，深化本土化扩张，并持续开拓新兴市场。在技术积累加持下，车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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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与经济性全球领先，并推出雷克萨斯品牌成功进入豪华市场。 

图表60：丰田全球化扩张历程可分为三阶段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3.2.1 起步：战后重启出口，初探海外市场 

50 年代丰田重启出口业务，逐步形成小规模量级。1955-1959 年，丰田汽车出

口数量由 281 辆增加至 6134 辆，初具规模。分类型来看，该阶段的出口以卡车&公

共汽车为主，1959 年占比为 73.3%；分地区来看，出口规模的形成主要源于对亚洲

&大洋洲、拉美地区出口数量的大幅增加，1959 年占比各达三成左右；同时公司也

开拓了北美、中东地区，出口占比分别达到 26.0%、10.9%。 

图表61：50 年代中期丰田出口初具规模（辆） 

 

图表62：50 年代中期丰田分区域出口量（辆）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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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业务的起步主要得益于日本放开对汽车出口的限制、经济进入繁荣期以及

丰田自身生产规模的大幅提升。 

1）从外部环境来看：1949 年 12 月 1 日，日本政府颁布《外汇及对外贸易法》

《出口贸易管制令》，建立出口管制的法律体系，私营企业恢复出口；1950 年 4 月，

日本取消对汽车价格的管制，汽车出口不再受到限制；1949 年起，日本主要港口神

户港的出口货物大幅增加，到 1960 年已经达到 796.3 万吨，是 1950 年的 3 倍；

1950-1960 年汽车出口量由 5,509 辆增加至 38,809 辆；50 年代中期，日本经济进

入繁荣期，开启高速增长阶段。 

2）从公司自身来看：40 年代末，丰田开始探索生产模式的改进，50 年代以及

时化与自动化为核心的丰田精益生产模式逐步得到全面应用，大幅促进生产规模的

提升。1950 年，公司产量为 1.2 万辆，销量为 0.9 万辆；到 1959 年，公司当年产量

突破 10 万辆，销量达 9 万辆。 

图表63：日本 50 年代中期进入经济繁荣期 

 

图表64：日本 1950 年放开汽车出口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JAMA，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65：50 年代中后期丰田生产规模大幅提升

（辆，%） 

 

图表66：1959 年丰田年销达到 9 万辆（辆，%） 

 
 

资料来源：JAMA，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JAMA，国联证券研究所 

3.2.2 成长：精准定位当地市场需求，车型性价比优势突出 

60-70 年代丰田出口规模快速提升，轿车贡献主要增量。1960-1979 年，丰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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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量由 0.6 万辆增加至 138.4 万辆，年复合增速约为 32.7%。与 50 年代的不同的是，

轿车占比大幅提升，由 1960 年的 28%提升至 1979 年的 65%，贡献主要增量。从占

产量的比例角度来看，1960 年总产量约为 15.5 万辆（均为本土产量），出口占比约

4.1%，到 1979 年总产量提升至 307.5 万辆，其中本土产量约 299.6 万辆，海外产

量约为 7.9 万辆，出口占比约 46.2%。 

海外市场销量增速更快，快速缩小与本土的销量差距。丰田海外市场销量由 1975

年的 90.1 万辆增加至 1980 年的 144.9 万辆，年复合增速约为 15.4%，同期本土销

量由 144.3 万辆增加至 161.1 万辆，年复合增速约为 2.8%。到 1980 年，海外市场

销量达 184.6 万辆，明显超越本土 149.4 万辆的销量水平，海外逐步成长为丰田的

重要市场。 

图表67：60-70 年代丰田出口规模快速提升（万辆） 

 

图表68：70 年代末期海外销量增速更快（万辆）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69：1976 年海外销量达到 107.2 万辆（万辆） 

 
图表70：6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丰田出口占总产量比

重（万辆）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轿车科罗娜、卡罗拉等成功打开美国市场，北美成为丰田主要出口地区。分地区

来看，北美是丰田的主要出口地区，出口占比由 1960 年的 8.3%提升至 1979 年的

46.0%。该阶段北美地区出口规模快速成长主要受益于科罗娜 RT43L（Corona 

RT43L）、卡罗拉（Corolla）车型在美国市场的热销。丰田于 1965 年对美出口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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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 RT43L 车型，助力向美国的出口量由 1964 年的约 0.4 万辆大幅增加至 1967 年的

约 2.6 万辆，初步打开美国市场；于 1968 年对美出口卡罗拉车型，该车型在美国市

场获得成功，丰田向美国的出口量由 1968 年的约 9.8 万辆跃升至 1969 年的 15.5 万

辆，丰田成为当年美国第二大进口汽车品牌。 

丰田对美国市场的成功开拓经历了两阶段：1）针对当地市场开发，车型竞争力

更强，初步打开市场；2）石油危机外部环境变化创造机遇，小排量车型需求大幅增

加；同时公司持续进行技术升级，车型相较于美国本土小排量车型的性价比优势更为

突出。 

图表71：60-70 年代北美是丰田主要出口地区（万辆） 

 

图表72：60 年代中后期起丰田向美国出口量大幅增加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3.2.3 成熟：深化海外本土化扩张，提升品牌力 

80 年代起丰田出口逐步步入成熟期，规模受贸易摩擦与全球经济影响较大。主

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1）80 年代-90 年代中期，受贸易摩擦与日元升值的影响，丰

田出口规模在 1985 年达到 198 万辆新高开始下滑，到 1995 年仅有 120 万辆；2）

90 年代中期至 2008 年金融危机前，受益于全球经济增长，丰田出口规模向上，到

2007 年已达到 267 万辆；3）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丰田出口规模在 180 万辆左右波

动。 

北美仍为主要市场，中国等新兴市场贡献增量。分地区来看，北美仍为丰田最为

重要的市场，占比最高，到 2021 年约为 38.0%。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

21 世纪以来贡献重要增量，到 2021 年中国市场的出口占比已提升至 14.5%，位列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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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3：80 年代起丰田出口规模出现波动（万辆） 

 

图表74：80 年代起丰田出口分地区情况（万辆）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尽管出口受到宏观因素的扰动，丰田海外销量整体仍实现稳步增长。主要源于

两个方面：1）推进海外建厂，加深海外本土化扩张；2）技术持续升级，高端品牌进

一步提升品牌力。 

图表75：80 年代以来丰田海外销量稳步提升（万辆） 

 
资料来源：丰田官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3.3 国内竞争激烈，出口开辟蓝海 

2021-2023年车企集中度有所下滑。新能源趋势带动较多车企开始新能源转型，

新势力涌现。伴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国内汽车行业竞争加剧，车企销量

集中度下滑，20/21/22/23 年国内 CR3 分别为 52%/47%/43%/40%，CR5 分别为

70%/65%/60%/57%，CR7 分别为 83%/77%/75%/72%，伴随而来的是国内车企盈

利能力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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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6：国内主要车企毛利率走势 

 

图表77：国内主要车企净利率走势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国联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78：国内车企销量集中度走势 

 
资料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产能出海加速，进一步助推产品出海。国内主流车企除了将产品通过海运出口

外，还积极谋求在国外建设产能基地，从而更好地服务当地市场。奇瑞在海外多国已

拥有工厂，目前正在泰国、印尼、英国、阿根廷投资建厂。比亚迪在泰国、巴西、乌

兹别克斯坦以及欧洲多国拥有在建拟建基地或建设计划。 

2024 年乘用车出口有望继续维持高增速。国内车企海外营销网络逐步丰富，海

外产能布局逐步完善，有望进一步助推产品加速出海，我们预计 2024 年全年乘用车

出口 535 万辆，同比增长 30%，出口继续维持高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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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9：预计 2024 全年乘用车出口 535 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80：国内部分车企海外产能分布 

 
资料来源： 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注：实心圆为已有产能基地，空心圆为在建、拟建基地或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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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优质整车及零部件企业受益于出海浪潮 

4.1 出口高增助推车企销量提升 

整车方面，推荐在海外加速布局，技术领先+销量兑现的整车企业比亚迪、长安

汽车、理想汽车、吉利汽车、上汽集团、长城汽车。 

4.2 优质汽零有望受益于出海浪潮 

零部件方面，出口推动下游客户销量提升，零部件企业有望受益，推荐优质创新

型汽零公司如电连技术、星宇股份、伯特利、拓普集团、新泉股份、银轮股份、凌云

股份等。 

 

5. 风险提示 

1）行业竞争加剧风险：若海外汽车行业竞争加剧，国内企业出海盈利能力将受

到影响； 

2）汇率波动风险：汇率波动将导致车企的海外收入受到影响； 

3）政策不及预期风险：若各国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效果不及预期，将影响海外

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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