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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1.总产销：销量同环比小幅增长，累计增速略有放缓。5 月，汽车产销 237.2

万辆/241.7 万辆，同比+1.67%/+1.51%，环比-1.41%/+2.46%。1-5 月，汽

车累计产销 1138.4 万辆/1149.6 万辆，同比+6.5%/+8.3%，增速较 1-4 月

收窄 1.3pct 和 2pct。 

2.出口：商用车表现亮眼，比亚迪延续高增长态势。5 月，汽车出口 48.1 万

辆，同比+23.97%，环比-4.56%；其中商用车出口 8.4 万辆，环比+13.51%，

同比+33.33%；新能源汽车出口 9.9 万辆，同比-9%，环比-13.3%，或因地

缘政治干扰（6 月 12 日欧盟宣布 7 月 4 日起对国内出口至欧盟地区的电动

汽车加征反补贴临时关税）。分车企来看，比亚迪（3.8 万辆，+2.45 倍）、

吉利（4.1 万辆，+78.26%）、长安（4.7 万辆，+62.07%）等增速较快。 

3.新能源汽车：月度渗透率创新高，自主品牌零售渗透率增至 71.2%。5 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 94 万辆 /95.5 万辆，环比+8.05%/+12.35%，同比

+32.02%/+33.38%；销售渗透率达到历史新高 39.5%。1-5 月，累计产销

392.6 万辆/389.5 万辆，同比+30.7%/+32.5%；销售渗透率 33.9%。 

4.投资建议 

5 月，虽然整体市场增速略有放缓，但新能源和海外市场需求依然较强，使

得新能源汽车和出口销量延续增长态势，特别是自主品牌继续保持良好表

现。二季度以来，汽车市场系列利好政策不断推出，在促进以旧换新、明确

购车补贴、降低购车门槛、取消新能源汽车购买限制等多方面进一步明确，

有助于汽车市场稳定信心、刺激需求，有望提振下半年销量。 

建议关注强化海外拓展、车型储备丰富、具备供应链掌控力的自主品牌龙

头，以及具备技术壁垒、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的零部件供应商，特别关注特

斯拉、比亚迪、吉利、理想、华为汽车、小米汽车等产业链的龙头公司。 

 

风险提示：宏观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

原材料价格波动；技术路线变革；地缘政治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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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2024 年 4 月产销数据跟踪：出

口环比继续增长，自主品牌乘用车新能源

零售渗透率增至 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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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 2024 年 3 月产销数据跟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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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产销：销量同环比小幅增长，累计增速略有放缓 

5 月汽车销量同比、环比均实现小幅增长，未出现预期的提升幅度，一方面在激烈

的价格战背景下，消费者存在观望情绪；另一方面传统燃油汽车市场份额继续被新能源

挤压，月度数据同环比均下滑，成为主要的拖累项。总体来看，相较 2023 年同期，2024

年市场需求呈持续改善状态。 

累计产销增速略有放缓。根据中汽协数据，5 月，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37.2 万辆

/241.7 万辆，同比+1.67%/+1.51%，环比-1.41%/+2.46%。1-5 月，汽车产销量累计完成

1138.4 万辆/1149.6 万辆，同比+6.5%/+8.3%，增速较 1-4 月收窄 1.3pct 和 2pct。 

商用车延续去库状态。分车型：5 月，乘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205.1 万辆/207.5 万

辆，环比+0.15%/+3.70%，同比+1.99%/+1.17%；商用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32.1 万辆/34.1

万辆，环比-10.34%/-4.48%，同比-0.31%/+3.33%。1-5 月，乘用车产销量累计完成 970.9

万辆/976.5 万辆，同比+7.1%/+8.5%；商用车产销量累计完成 167.5 万辆/173.1 万辆，

同比+3.1%/+7.1%。 

图1 2022年-2024年汽车产量情况（单位：万辆） 

 

图2 2022年-2024年汽车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图3 2022年-2024年乘用车产量情况（单位：万辆） 

 

图4 2022年-2024年乘用车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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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22年-2024年商用车产量情况（单位：万辆） 

 

图6 2022年-2024年商用车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2. 出口：商用车表现亮眼，比亚迪延续高增长态势 

总出口同比延续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占比有所下降，或因地缘政治干扰。根据中

汽协数据，5 月，汽车出口 48.1 万辆，同比+23.97%，环比-4.56%。1-5 月，汽车出口

累计达到 230.8 万辆，同比+31.3%。5 月，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到 9.9 万辆，同比-9%，

环比-13.3%，占总出口比例 20.58%，或因地缘政治干扰（6 月 12 日欧盟宣布 7 月 4 日

起对国内出口至欧盟地区的电动汽车加征反补贴临时关税，其中比亚迪 17.4%、吉利

20%、上汽 38.1%，其他车企 21%-38.1%）。1-5 月，新能源汽车出口累计 51.9 万辆，

同比+13.7%。 

分车型：乘用车环比下滑，商用车同环比双增。5 月，乘用车出口 39.7 万辆，环比

-7.46%，同比+22.15%；商用车出口 8.4 万辆，环比+13.51%，同比+33.33%。1-5 月，

乘用车累计出口 193.7 万辆，同比+32%；商用车累计出口 37.2 万辆，同比+27.9%。 

分车企：奇瑞总量继续领先，比亚迪延续高增长态势。5 月，奇瑞持续排名首位，

出口 9.2 万辆，同比+24.32%。奇瑞出口的主力车型为燃油车，例如瑞虎 7、瑞虎 5x、

欧萌达等表现出色，QQ 冰淇淋等新能源车型也实现出口突破。比亚迪出口增速最为显

著，同比增长 2.45 倍，出口达 3.8 万辆。另外，吉利（4.1 万辆，+78.26%）、长安（4.7

万辆，+62.07%）、长城（3.4 万辆，+36%）等同比增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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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22年-2024年汽车出口情况（单位：万辆） 

 

图8 2022年-2024年乘用车出口情况（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图9 2022年-2024年商用车出口情况（单位：万辆） 

 

图10 2022年-2024年新能源汽车出口情况（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图11 2022年-2024年汽车出口结构 

 

图12 2024年整车出口车企 TOP10（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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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能源汽车：月度渗透率创新高，自主品牌零售渗透率
逾七成 

新能源汽车销量同环比持续上涨，月度渗透率创历史新高。据中汽协数据，5 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4 万辆 /95.5 万辆，环比 +8.05%/+12.35% ，同比

+32.02%/+33.38%；销售渗透率达到新高 39.5%，环比 4 月+3.47pct。1-5 月，新能源

汽车产销累计完成 392.6 万辆/389.5 万辆，同比+30.7%/+32.5%；销售渗透率达到 33.9%。 

图13 2022年-2024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情况（单位：万辆） 

 

图14 2022年-2024年新能源汽车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图15 2022年-2024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季节图 

 

图16 2013年-2024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趋势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销量占比较 2023年同期+11.78pct。从细分车型来看，根据中

汽协数据，5 月，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5.7 万辆/58.3 万辆，同比+8.8%/+12.5%；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38.3 万辆/37.1 万辆，同比+91.2%/+87.7%；燃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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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2024年新能源汽车分类别销量情况（单位：万辆） 

 

图18 2024年新能源汽车分类别销量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汽协，联储证券研究院 

 

新能源乘用车自主品牌零售渗透率继续创新高，TOP10车企环比均实现增长。根据

乘联会数据，5 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达到 80.4 万辆，同比+38.64%，环比

+19.29%；自主品牌中的新能源车型渗透率继续快速增长，达到新高 71.2%，环比 4 月

+4.4pct。分车企来看，5 月 TOP10 车企环比均实现增长，其中比亚迪零售销量 268226

辆，同比增长+21.5%，前五月累计零售销量已超 100 万辆；吉利汽车凭借极氪、银河、

领克等系列新产品不断发力，月销达到 56172 辆，同比+148.3%；奇瑞新能源延续 4 月

增势，五月创下新高，月销超 3 万辆达到 30630 辆，同比+300.2%。新势力车企中，理

想汽车重新回到月销 3 万辆的水平，达到 35020 辆，同比+23.8%，环比+35.8%；蔚来

汽车月销 20544 辆，同比+233.8%，环比+31.5%，创历史新高，预计在旗下全新品牌

“乐道”正式上市后，销量有望继续提升；小鹏汽车月销重返万辆以上，达到 10146 辆，

同比+35%，环比+8%，旗下新品牌“MONA”首款产品计划于 6 月亮相。 

图19 2022年-2024年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单位：辆） 

 

图20 自主品牌乘用车零售销量新能源渗透率趋势（单位：%） 

  

资料来源：乘联会，联储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乘联会，联储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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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024年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量 TOP10（单位：辆） 

 
资料来源：乘联会，联储证券研究院 

 

4. 投资建议 

5 月，汽车销量同比、环比实现小幅增长，整体市场增速略有放缓，未出现预期的

提升幅度，一方面在激烈的价格战背景下，消费者存在观望情绪；另一方面传统燃油汽

车市场份额继续被新能源挤压，月度数据同环比均下滑，成为主要的拖累项。从结构上

来看，新能源市场和海外市场需求依然较强，使得新能源汽车销量和汽车出口延续增长

态势，特别是自主品牌继续保持良好表现。 

二季度以来，汽车市场政策利好不断。《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

动方案》、《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关于调整汽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

《2024 2025 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等政策在促进以旧换新、明确购车补贴、降低购车

门槛、取消新能源汽车购买限制等多方面进一步明确。5 月 28 日，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中央财政预拨资金预算的通知》，下达 64.4 亿元支持汽车以

旧换新，并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加强资金和绩效管理，严格把关，确保资金及时到位、

安全有效。系列政策有助于汽车市场稳定信心、刺激需求，有望提振下半年销量。 

建议关注强化海外拓展、车型储备丰富、具备供应链掌控力的自主品牌龙头，以及

具备技术壁垒、规模优势和资源优势的零部件供应商，特别关注已参与到特斯拉、比亚

迪、吉利、理想、华为汽车、小米汽车等产业链的龙头公司。 

汽车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 

整车：比亚迪（002594.SZ）、广汽集团（601238.SH）、长安汽车（000625.SZ）、

长城汽车（601633.SH）、吉利汽车（00175.HK）、理想（02015.HK）、蔚来（9866.HK）、

小鹏汽车（9868.HK）； 

零部件：均胜电子（600699.SH）、德赛西威（002920.SZ）、拓普集团（601689.SH）、

文灿股份（603348.SH）、爱柯迪（600933.SH）、保隆科技（603197.SH）、继峰股

份（603997.SH）、三花智控（002050.SZ）、银轮股份（002126.SZ）、双环传动

（002472.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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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复苏不及预期；政策落地不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原材料价格波动；技

术路线变革；地缘政治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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