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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作为中国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汽车产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总量上虽然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但我国汽车工业的竞争力却是&ldquo;大而不强&rdquo;，存在着许多问题。产业集群作为大

多数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方式，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同样适用，它不仅有利于解决我国

汽车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而且相比较其他产业，可以发挥更大的集群效应，从而提升中国

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国际上和中国的经验证明，汽车产业是一个关联度高、资本密集、产业

链长、带动性强的产业，适合以产业集群的模式发展。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借助各自的产业优势，全国已经形成了东北地区、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为主的六大汽车产业集群。其中，东北地区汽车产业

集群以长春为中心，拥有一汽集团、一汽大众、华晨宝马、哈飞集团等企业，传统汽车工业

深厚。西部汽车产业集群以重庆为中心，以长安系企业为主，重工业基础雄厚。而长三角汽

车产业集群以江苏、上海、浙江为中心，以上汽、吉利等企业为骨干，聚集了众多产值超百

亿的产业园区。  

从国内已形成的六大汽车产业集聚区来看，除了传统造车行业以外，新能源、智能化汽车增

长最为明显。例如，以江苏、浙江、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汽车产业集群，主要为新能源汽车

产业，聚集了100多个年工业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产业园区，以及包括上汽集团、吉利集团、

众泰集团以及东风系客车、卡车、乘用车等在内的数千家大型企业。长三角集群的30个城市

中，有超过14个城市已经拿到或规划有新能源汽车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项目超过20个，累

计计划产能超过300万辆，累计计划投资超过1000亿元。  

相比国外成熟的汽车产业集群，中国的汽车产业集群之路还任重道远，一切都还处在摸索之

中，但各地政府对产业集群尤其是汽车产业集群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从政府与企业动辄投

资百亿的大手笔就可以一斑，未来汽车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将持续发酵。上海新能源汽车产

业也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向长三角区域拓展，强化了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区域产业互动，扩充了

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版图。长三角逐渐形成以上海为总部、在苏浙皖形成制造基地的产

业一体化联动模式。广东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优势明显，形成了广州花都、番禺、南沙以及深

圳坪山等高度集聚的产业园区，并形成了整车及零部件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较为完备

的产业链。目前，广东共有规模以上汽车及零部件企业876家，已经形成了日系、欧美系和自

主品牌多元化汽车产业格局，汽车产量连续三年居全国第一位。依托广汽集团、小鹏汽车、

东风启辰、比亚迪等主机厂，智能汽车龙头效应在不断增强，激活了广东智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升级。《广东省发展汽车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1-2025年）》指出，到2025

年，广东汽车产业规模破万亿，汽车产量要达到430万辆。新增2-3家百亿级零部件龙头企业



，培育2-3家汽车零部件独角兽企业，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将取得实质性突破。粤港澳大湾

区一直是全国重要汽车制造基地，广州、深圳、佛山定位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东莞、中山

、惠州等地区定位上下游零部件及新材料产业链配套，实现了区域布局协调发展，提升产业

集群规模和竞争力。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汽车市场深度分析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共十八章

。首先介绍了产业集群的内涵、特征及综合效益等，接着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现状、投

资潜力及集群化发展背景。然后，报告对国际国内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空间布局、热

点领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透析，并全面分析了我国六大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状况。随后，报

告介绍了汽车产业集群的发展模式、竞争状况及目标招商企业。最后，报告重点研究了汽车

产业集群面临的风险隐患及可持续发展战略路径。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发改会、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

市场调查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

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汽车产业

集群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相关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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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1　汽车产量状况分析  

8.5.2　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  

8.5.3　汽车进出口贸易问题  

8.5.4　汽车进出口发展建议  

8.6　长三角重点汽车产业集群载体介绍  

8.6.1　上海国际汽车城基地  

8.6.2　上海嘉定汽车产业园  

8.6.3　盐城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8.6.4　浙江氢谷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8.7　长三角汽车产业集群推进路径分析  

8.7.1　优化长三角汽车产业协同推进体系  

8.7.2　强化长三角汽车产业创新链赋能  

8.7.3　攀升长三角汽车产业价值链高位  

8.7.4　增进长三角汽车产业要素流动  

   

第九章　2021-2023年珠三角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9.1　珠三角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动因  

9.1.1　汽车产业基础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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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大连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  

11.5.4　金地汽车制造及无人驾驶产业园  

   

第十二章　2021-2023年中部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12.1　中部汽车产业集群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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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汽车产业发展基本现状  

12.4.2　汽车产业集群发展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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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15.1.1　地理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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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　区域经济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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