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OURIN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2013 231

第 5章  外资49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中国事业动向

全球第2位的美国大型柴油发动机制造商德尔福

自1993年开始发展在华事业。已在北京市、吉林省

长春市、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广东省广州市、

上海市、江苏省苏州市、安徽省芜湖市等地建立多

家基地。2011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约为21.8亿

美元。2009年以后，虽然出售了电池、制动器等事

业，使事业规模有所缩小，但仍积极推进在华本地

化战略，力争实现进一步增长。据报道，其电子/电

气系统事业部的全球总部将搬迁至上海市。

生产基地方面，2012年10月，德尔福在华首

家柴油发动机生产基地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奠基仪

式。在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同年9、10月位于

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的工厂分别投产。同时，在

德尔福派克电气系统(有)分公司生产汽车线束。位

于上海总部的A6新工厂也于2011年12月投产。事业

合作方面，2012年6月，德尔福柴油系统公司与中航

工业成飞成都威特电喷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协议，双

方将在共轨、单体泵等的制造、开发等方面开展合

作。此外，在新能源汽车事业方面，苏州工厂等向

上汽集团荣威750的HV车配套电池系统零部件。

【德尔福　在华相关动向（截至2012年12月）】

(根据德尔福公布资料、各种报道制作)

项目 详细

事业计划

在扩大本地生产和研发能力的同时，积极推进与本土系自主品牌制造商的合作，为进入海外市场提供支持。 
2011年8月，装备与长城汽车共同开发的绿静2.0 - ℓ DE的长城汽车风骏(Wingle)皮卡货车在意大利上市。
据2012年5月报道，德尔福计划将电子/电气系统事业部的全球总部搬迁至上海市。2011年全球营业收入为160亿美元，其中66亿美元 -
来自电子/电气系统事业部。截至2012年12月，进展情况不明。

为应对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事业，强化新能源汽车的电池事业。 
EV车相关技术主要包括3大领域：控制器、电动电子产品(电池充电器、逆变器、转换器等)、能源储备系统(镍氢电池组、锂离子电池 -
组)。向丰田、通用、日产、福特等配套。向上汽集团荣威750的HV车提供电池系统(整车控制器、锂离子电池包、逆变器、DC-DC转换
器等)。上述产品均在苏州工厂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生产。

经营实绩

2011年，德尔福在华营业收入约同比增长20%增至21.8亿美元。在全球业务中(约160亿美元)所占市场份额约为13.6%。亚太地区整体约 
为24.6亿美元(约同比增长13.2%)。
据德尔福年度报告显示，销售的33个产品中21个已实现本地化生产。今后还将进一步推进国产化。 -

据德尔福中国副总经理蒋健介绍，2011年德尔福的中国增长率将达到16～18%，在过去近20年，德尔福在华增长率均超过市场平均水平 
的10%左右。据德尔福中国区总裁、电子/电气系统事业部世界总裁MajdiAbulaban介绍，德尔福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位列第2，对中国本土
系制造商的配套率第1位。此外，中国市场销售收入的75%由市场份额在第1位和第2位的产品构成。

2012年1～9月的全球营业收入为118亿美元(同比增长1.9%)，在亚洲同比增长11%。 
2012年第3季度(7～9月)的亚洲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 -
(参考)2011年向亚太地区的设备投资为1亿1,800万美元(同比增长35.6%、世界整体市场份额为18.7%)，有形固定资产(折旧后)为4亿 -
2,200万美元(同比增长29.8%、世界整体市场份额为18.2%)。

在华共有22家工厂、员工人数超过2万人(2012年7月报道)。 

产品开发

截至2012年4月，有研发人员2,300人。2011年、2012年将分别增加600名。今后预计还将再增加技术人员2,500人。 

德尔福在华的本地化研发中，在电气零部件、动力总成、空调零部件等领域已获得专利70多项 (2012年4月报道)。 
由德尔福(中国)科研中心主导开发的德尔福MyFi ®3D导航仪系统已获得中国信息中心发布的“2011年中国汽车产业信息化成果”奖。该技
术已应用到上海通用的全新GL8上(2012年1月报道)。

生产基地建设

2011年12月，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上海国际汽车城内的德尔福派克电气系统(有)上海分公司的A6工厂正式投产。 
在华第10家电子/电气系统事业部工厂。同时，独资·合资生产基地达到17家。作为汽车线束的生产基地，A6工厂计划主要为中国的自 -
主品牌提供电子/电气零部件解决方案。

2012年9月，德尔福派克电气系统(有)成都分公司投产。主要配套厂商为一汽-大众、沃尔沃，正式投产后的年营业收入将达到1亿美元。 

2012年10月，德尔福派克电气系统(有)重庆分公司投产。主要配套厂商为长安福特、沃尔沃、江铃福特等。年产能为20万台。 

2012年10月，柴油发动机喷射系统零部件的生产工厂在山东省烟台市奠基。德尔福在华首家柴油发动机基地。 
投资额约1亿美元。预计2013年下半年开始投产。已在烟台市招募2,800人，新工厂计划再增加500人。 -
前期计划主要向长城汽车、山东莱动、玉柴等3家配套。电控模块(ECM)由苏州市的生产基地提供。 -
生产的发动机排量为1 - ℓ以下～13、14ℓ以上。德尔福计划在该领域维持20%的市场份额。此外，德尔福在中国市场的柴油发动机业务
已占德尔福世界整体的5%，未来计划提高至30%。

2012年11月，汽车空调零部件基地开业仪式在山东省烟台市举行。该工厂于同年10月开始投产。 
主要生产HVAC、PTC、冷凝器、散热器、蒸发器、加热器等。投资额为3亿元。1期年产能为汽车空调系统50万套。2014年，2期项目投 -
产后预计将达到72万套。计划营业收入5亿元以上、利税5,000万元。

合作关系

2011年11月，德尔福与长城汽车签署战略协议，双方在电子控制单元(ECU)、燃料泵等产品领域建立配套关系的同时，今后还考虑在电子 
元件、动力总成、热交换领域展开合作。此外，双方计划合作开发安全系统及导航零部件。
2010年10月，长城汽车投放了自主研发的“绿静2.0T”柴油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德尔福的电子控制系统。 -

2012年6月，德尔福的德尔福柴油系统公司与中航工业成飞成都威特电喷有限责任公司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 
双方将在共轨、单体泵、电控系统等产品的升级、开发、市场拓展、信息交换、生产制造和服务资料利用以及其他多方面展开合作。在 -
协议谈判起草期间，双方在高压共轨系统开发项目上的实质性合作已经全面展开。该产品将主要应用在轻卡、皮卡、SUV等车型上，可
满足2013年7月开始实施的国4排放标准。

2012年3月，德尔福与被动元件和连接器等领域的美国大型销售商TTI签署亚太地区销售代理店合作协议。 
双方合作后，扩展了销售网，向位于亚太地区的客户提供先进的连接系统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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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中国34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概况

概要 详  细

美国事业
1998年开始，相继收购Schoeller公司、UAI公司 、AI公司、Rorkford公司、PS公司、Ford的驱动轴工厂等。截至2012年11月，在14个州拥 

有子公司28家，员工6,500人。

开发合作

2011年1月，旗下公司万向电动汽车(有)与美国电池供应商Ener1的合资公司浙江万向亿能动力系统公司成立。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1.2亿美元、总投资额2.95亿美元。出资比例分别为：万向电动车60%、Ener1 40%。利用Ener1动力系统的专利技术在 -

位于杭州市的万向工厂生产电动客车和电动乘用车用动力电池。2014年力争建成锂离子电池3亿Ah、电动汽车电池包4万套的年产能。

2012年2月，万向集团与美国Smith Electric Vehicles Corp.(简称：Smith)关于在中国成立电动校车等电动汽车的开发·生产合资公司 

签署协议。

万向集团投资1亿美元，计划用于电动商用车(含电动校车)的开发。其中，万向集团向Smith投资2,500万美元、向合资公司投资7,500万 -

美元。

根据该协议，在中国生产、销售Smith品牌的电动汽车。利用万向集团的电动汽车零部件技术、Smith的电动汽车平台，开发电动汽 -

车。

A123 Systems 

Inc.竞购过程

2012年8月，万向集团宣布与美国锂电池制造商A123 Systems Inc.(简称：AONE)签署备忘录，用4.5亿美元收购AONE的80%的股权。 

同年10月，AONE撤销与万向集团的收购协议，宣布与美国Johnson Controls Inc.就以1.25亿美元的价格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日，提 

出破产申请。

同年11月，万向集团再度提交竞购提案，表示将收购AONE为全资子公司。对此，Johnson Controls Inc.将资产收购的范围从汽车事业 

扩大至AONE的军工相关领域。

A123的竞购战在2012年12月6日举行，万向集团最终以约2.6亿美元获胜。但是，完成收购还需要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通过。 

截至2013年1月，为了避免美国政府的反对，万向集团正在商讨收购方式，有可能2013年2月签约。 

万向集团公司(简称：万向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独

立系传动系统、制动系统零部件制造商。在中国政

府实施EV/PHV的示范推广政策推动电动汽车需求

扩大的背景下，该公司的事业重心开始转向EV及其

相关零部件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截至2013年1月，

万向集团已经掌握了EV的3大核心零部件技术充电

电池、电机、控制系统的开发能力。目前，开发完

成的32kW、40kW、60kW、100kW等电机产品已

经成功配套电动专用车、EV客车、EV公交车、混

合动力公交车。

海外事业方面，万向集团正在美国、欧洲、南

美及澳大利亚开展事业，通过与外资系加强合作推

进EV事业的发展。2012年2月，该公司与美国Smith 

Electric Vehicles Corp.关于在中国成立开发、生

产电动校车等电动汽车合资公司签署协议，同年

12月出资约2.6亿美元成功竞购美国锂电池制造商

A123 Systems Inc.的资产。但是，最终完成竞购

还需要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通过。

【万向集团　电动汽车相关产业组织图（截至2013年1月）】

 
 
 
 
 
 
 
 
 
 

（根据万向集团公布资料制作）

【万向集团　汽车相关事业主要动向（截至2013年1月）】

(根据各种报道制作)

【万向集团　主要经营业绩推移（2009 2011年）】

(根据CATARC数据制作)

【万向钱潮　主要经营业绩推移（合并、2009 2011年）】

注：Pt=百分点。　　　　　　　　　　　 　　　　　　　　　　　　(根据万向钱潮(股有)财务资料制作)

指标 单位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同比）
营业收入 (万元) 556,989 781,968 817,345 (4.5%)
营业成本 (万元) 456,076 643,825 676,382 (5.1%)
毛利润率 (%) (18.1) (17.7) (17.2) ( 0.5Pt.)
净利润 (万元) 30,086 47,239 50,941 (7.8%)
净利润率 (%) (5.4) (6.0) (6.2) (0.2Pt.)

项目 单位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同比）
汽车工业总产值 (万元) 5,260,667 6,453,895 8,288,827 (28.4%)
年末总资产 (万元) 2,820,016 4,632,778 5,559,670 (20.0%)
营业收入 (万元) 5,143,040 6,613,800 8,168,025 (23.5%)
税前利润 (万元) 282,757 370,411 772,452 (1.1倍)
员工人数 (人) 20,700 23,321 24,699 (5.9%)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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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系强化与本地的合作关系日系中长期发展战略备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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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产量及过剩产能的推移(2004～2012年实绩、2013～2020年预测)
辆

摘自《第4章 中国34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经营概况》 摘自《第5章 外资49家主要零部件制造商的中国事业动向》

发刊：2013年6月28日 规格：A4、342页+CD 价 格：7,800元(含国内邮资)

中国汽车产量从2008年的930万辆扩大到2012年的1,927万辆，在短短的4年时间内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

长。自2011年以来，受经济增长放缓、北京及广州等城市实施限购政策等因素影响，汽车生产规模仅实现个位数

增长，但从我国多达13亿的人口规模、较低的汽车保有率来看，中长期仍呈增长态势，预计2013年生产规模将达

2,000万辆，2020年进一步增至3,500万辆。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为强化本土系汽车及零部件制造商的竞争力，

正在积极引入有利于推进兼并重组、获得核心技术、培育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相关政策。

中国政府2012年1月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表示，要吸引拥有核心技术的外资系供应

商在华投资。因此，在发达国家面临严峻事业环境的外资系供应商相继在华设立生产基地及研发中心，并积极与

希望强化自身产品竞争力的本土系汽车制造商进行合作。另一方面，本土系供应商在本土系汽车制造商与外资系

强化合作关系的环境下，正力图通过事业重组、收购海外企业获得技术、扩大出口等方式谋求生存空间。

中国政府2012年7月公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表示，为应对能源及环境问

题，将大力培育二次电池、驱动电机、电子控制系统等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鉴于此，本土及外资系汽车制造商

和供应商基于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前景，正在强化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体制。

本调查报告从政府的产业政策、主要汽车制造商的零部件采购方针、主要零部件领域的最新动向及主要供应

商的在华事业战略等不同角度对中国汽车和零部件产业的现状以及今后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

希望能为贵公司的事业发展贡献绵薄之力，欢迎咨询、订阅本调查报告！

出版介绍

http://www.fourin.cn      
(FOURIN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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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主要零部件领域的行业动向

据CATARC数据显示，2011年46家制造商的中

国汽车座椅合计生产规模为1,988万只，受中国汽车

市场增长放缓的影响，相比2010年的2,656万只减少

668万只。其中，外资系22家共计生产1,568万只、

占据78.9%的市场份额，本土系24家的市场份额仅为

21.1%。外资系的美国李尔和江森自控、法国佛吉

亚、日本爱信精机与丰田纺织等均在中国开展业务。

各外资系供应商，为在中国汽车市场整体增长

放缓的背景下通过削减成本来提高竞争力，纷纷加

快了本地化进程。2011年李尔分别在湖北省武汉

市、河南省郑州市、广西柳州市设立生产基地。

2012年9月，佛吉亚与长春旭阳工业、吉林大学设立

汽车座椅等的研发中心，计划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开

发产品。同年12月，江森自控宣布计划未来5年内增

设10家生产基地。与此相对，本土系供应商却未出

现影响较大的事业动向。

【中国　汽车座椅生产实绩推移（2003 2011年）】

（根据CATARC数据制作）

【中国　汽车座椅前5家制造商的生产实绩和构成比（2009 2011年）】

（根据CATARC数据制作）

【中国　分系列分制造商主要生产基地概要（截至2013年1月）】

制造商 设立时间 所在地 注册资本 出资比例 配套厂商 备注

美
系
李
尔

李尔长安(重庆)汽
车系统(有)

1998年
11月

重庆市 n.a
李尔55%、长安汽车23.6%、其
他21.4%

长安汽车、长安铃木、上
海通用、东风日产等

占地面积4.96万m 2、建筑面积1.8万
m2。
在广西柳州市、江苏省南京市建有分 
工厂。

重庆李尔长安汽车
内饰件(有)

1998年 重庆市 4,450万元
李尔55%、长安汽车、重庆华亚
总公司、香港银华

长安汽车、长安福特、长
安铃木、上汽通用五菱等

总投资额8,800万元。 
年产能为20万只(汽车座椅) 

南京新迪李尔汽车
内饰系统(有)

2002年
6月

江苏省
南京市

620万美元
李尔 50%、南京新适股份公司
50%

跃进汽车、南京依维柯
总投资额1,000万美元。 
从业人数839人。 

沈阳李尔汽车座椅
内饰系统(有)

2003年
6月

辽宁省
沈阳市

300万美元 李尔60%、申华控股40% 华晨宝马、华晨金杯 总投资额600万美元。 

李尔长春汽车内饰
件系统(有))

2004年
4月

吉林省
长春市

n.a 李尔100% 一汽-大众等 第1期投资额为1,240万美元。 

北京李尔岱摩世汽
车系统(有)

2004年
10月

北京市 n.a
李尔、北京汽车投资(有)、韩国
Dymos

北京现代、北京奔驰
年产能30万只。 
占地面积3.93万m 2、建筑面积1.6万
m2。

东风李尔汽车座椅
(有)

2004年
湖北省
武汉市

1,400万美元
李尔50%、东风汽车20%、东风
实业30%

神龙汽车、东风乘用车
总投资额2,200万美元。 
占地面积2.76万m 2、建筑面积2.2万
m2。

武汉李尔东风云鹤
汽车座椅(有)

2011年
10月

湖北省
武汉市

n.a
东风李尔汽车座椅(有)80%、
武汉新云鹤汽车座椅(有)20%

神龙汽车、东风乘用车
并设东风李尔技术中心、李尔中国商 
用车座椅开发中心、东风汽车(股有)
商品研究院座椅研究所

郑州李尔东风泰新
汽车座椅(有)

2011年
4月

河南省
郑州市

5,000万美元
东风李尔汽车座椅(有)50%、
郑州泰新汽车内饰件(有)50%

郑州日产 总投资额1亿元。 

柳州东风李尔方盛
汽车座椅(有)

2011年
12月

广西
柳州市

n.a
东风李尔汽车座椅(有)51%、武
汉新云鹤座椅(有)20%、广西
柳州方盛实业(有)29%

东风柳州汽车(有) -

广州泰李汽车座椅
(有)

2004年
11月

广东省
广州市

800万美元
泰极51%、东风李尔汽车座椅
(有)40%、台湾信昌国际投资9%

东风日产花都工厂
总投资额2,000万美元。占地面积约 
为5万m2。年产能为30万只。

上海李尔汽车系统
(有)

2005年
4月

上海市 375万美元 李尔 100% 上海通用
在浙江省宁波市、安徽省芜湖市设有 
工厂。

沈阳李尔汽车系统
(有)

2011年
12月

辽宁省
沈阳市

500万美元 李尔 100%
华晨宝马、上海通用北
盛、华晨金杯

第1期投资额为1.05亿元。 
预计2014年达15亿元。 

李尔汽车零件(武
汉)(有)

2011年
10月

湖北省
武汉市

2,500万美元
(总投资额)

李尔 100% n.a
年产能为座椅总成50万只，座椅骨架 
100万只，座椅调角器120万只等

项目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生产规模(只) 6,524,189 12,092,040 6,955,679 11,594,523 12,942,605 13,501,998 27,264,357 26,563,122 19,879,979
统计企业数(家) 24 35 30 41 29 41 43 45 46
外资企业生产规模(只) 3,731,453 7,584,200 4,116,484 6,735,457 9,324,024 7,551,274 18,184,713 14,839,156 15,678,378
统计外资企业数(家) 7 12 8 19 14 18 19 20 22
外资企业生产构成比 (57.2%) (62.7%) (59.2%) (58.1%) (72.0%) (55.9%) (66.7%) (55.9%) (78.9%)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制造商 生产实绩(只) 构成比 制造商 生产实绩(只) 构成比 制造商 生产实绩(只) 构成比

1 天津丰爱汽车座椅部件(有) 4,193,395 15% 1 长春博泽汽车部件(有) 4,011,622 15% 1 长春博泽汽车部件(有) 5,700,000 29%
2 柳州五菱汽车(有责) 3,405,553 12% 2 柳州五菱汽车(有责) 3,251,429 12% 2 广州德爱康纺织内饰制品(有) 2,346,032 12%
3 长春博泽汽车部件(有) 2,688,755 10% 3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 2,272,575 9% 3 爱信(天津)车身零部件(有) 1,739,301 9%
4 上海延锋江森座椅(有) 2,628,600 10% 4 广州汽车集团零部件(有) 2,038,743 8% 4 北京江森汽车部件(有) 1,032,600 5%
5 长春富维-江森自控汽车饰件系统(有) 2,029,577 7% 5 广州提爱思汽车内饰系统(有) 1,233,000 5% 5 上海奉城冲压件(有) 780,000 4%
前5位 14,945,880 55% 前5位 12,807,369 48% 前5位 11,597,933 58%
其他 12,318,477 45% 其他 13,755,753 52% 其他 8,282,046 42%
合计 27,264,357 100% 合计 26,563,122 100% 合计 19,879,97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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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为实现到2018年具备400万辆在华年产能

体制，正在通过零部件本地采购和模块化战略削减

成本。大众提出本地采购率100%目标，目前正在

推进主要零部件的本地生产。其中，DSG第2工厂

的设立和EA211发动机项目的投产彰显了中国市场

在大众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此外，大众还在中

国实施南方战略和西部战略，正在生产基地周边加

快部署零部件产业园的步伐。

主要零部件的本地采购方面，继设立DSG大

连工厂之后，2012年5月又与天津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就设立DSG天津工厂达成共识。协议显示，大

众独资设立的DSG天津工厂预计2014年投产，计

划主要生产DQ380、DQ500变速器。TSI+DSG组

合是大众在中国市场取得良好销售的重要武器，

＜大众＞

提高采购比例

大众为应对中国进口关税上调从而削减成本，计划扩大零部件本地采 

购，并逐步将本地采购比例提升至100%(2010年7月发布)。

截至2012年9月，新宝来(New Bora)的零部件国产化率已经达到 -

98%。

预计2013年初投放市场的新捷达(New Jetta)零部件国产化率目标 -

为98%。

扩大投资

大众计划到2016年向中国市场投资140亿欧元。其中，6成以上用于动力 

总成技术更新、环保车型开发领域。

主要零部件的本地采购

2012年5月，大众与天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根据合 

作协议，大众计划在天津市建设第2家DSG工厂。新工厂预计2014年投

产，主要生产DQ380、DQ500变速器，全面投产后的年产能为135万台。

其中DQ500为7速DSG，是首次在德国以外的国家生产。计划主要装 -

配途观车型。

DQ380为基于DQ500开发的7速DSG，全球首次生产。计划主要装配 -

奥迪Q3、大众Golf GTI等车型。

MQB平台战略

2012年2月，大众宣布开始在中国实施MQB(模块化横置)平台战略。计 

划最初应用于一汽-大众佛山工厂生产的新型奥迪A3和新型Golf。

MQB是通过共享以Golf为核心的主要广泛车种群核心部分来削减 -

生产成本的技术战略。

DSG故障问题

大众自2009年将战略性动力总成“TSI+DSG”引入中国市场以来，因 

DSG故障问题引起了部分用户不满。大众通过两次延长DSG保质期来

平复用户的不满情绪。

大众在2009年3月首次引进装配进口DSG(DQ250)的车型之后，因 -

DSG出现故障，于2009年10月对2,760辆汽车进行了召回。为了消除

消费者对故障的担忧，大众在2010年10月开始国产DSG，同时一汽-

大众也采取了将DSG质保期从2年或6万km延长到4年或15万km(以

最先达到者为准)的措施。

因国产DSG(DQ200)存在颤抖等问题，2012年3月代表1,000多名用 -

户的律师向质检总局申请召回存在颤抖等问题的DSG。而大众则

将颤抖等问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车辆频繁启停的交通拥堵，因此

在2012年3月并未提及造成故障的根本原因，仅名义上对ECU阀结

晶现象更新了程序。由于大多数车辆的颤抖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因

此大众在同年5月第2次延长了保质期，将保质期延长到10年或16万

km。

＜一汽-大众＞

主要零部件的本地采购

2011年7月，一汽-大众成都工厂EA211发动机项目动工。预计2013年3月 

投产。

EA211系列发动机是中国国内生产的首款满足欧5排放标准的发 -

动机。

成都发动机工厂的EA211系列发动机除一汽-大众成都工厂外，还将 -

配套一汽-大众的长春工厂和佛山工厂。

增强产能

2011年9月，大众一汽大连发动机(有)开始EA888系列发动机的再制造。 

初期年产能为5,000台，计划到2014年增至15,000台。

该项目是国家发改委批准的14家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之一，首次 -

在中国国内投产。未来还计划在该基地开展变速器再制造事业。

供应商相关动向

一汽-大众成都工厂的投产(2011年10月)，加快了一汽集团旗下供应商一 

汽富维在成都市设立基地的步伐。

一汽富维2011年9月在成都市投产了轮胎工厂。年产能35万套，计划 -

主要配套一汽-大众成都工厂。

2011年12月，一汽-大众佛山工厂成立。一汽-大众总经理安铁成表示， 

一汽-大众在佛山工厂周边启动了零部件产业园，已经有50多家供应商

进驻。

一汽-大众佛山工厂预计2013年8月投产，第1期年产能为30万辆，最 -

终达到60万辆。

伴随佛山工厂的成立，一汽-大众的战略合作伙伴宝钢集团在工厂周 -

边设立加工中心，计划向佛山工厂配套。

:该项目总投资5亿元，钢材加工配送能力为15万吨，计划2013年1月

投产。

2012年6月，玛涅蒂·马瑞利在佛山市成立马瑞利汽车照明系统(佛 -

山)有限公司。该公司计划主要向一汽-大众配套高级车灯。

奥迪的本地采购方针

奥迪计划在研发、生产、采购、市场营销等各领域扩大本地化，以此开展 

在华事业。

截至2012年10月，奥迪A6L的零部件国产化率不足70%，1.8T、 -

2.0T、2.5FSI发动机以外的发动机、自动变速器均为进口。

电动化

2012年8月，中国比克电池(China BAK)宣布向一汽-大众配套锂电池。 

＜上海大众＞

主要零部件的本地采购

2011年，上海大众动力总成(有)的EA211发动机项目开工建设。预计 

2013年投产。投产后，包括EA111发动机在内，该基地的年产能有望达到

102.5万台。

供应商相关动向

博格华纳宁波工厂获得上海大众“最优秀供应商”称号。截至目前，博格 

华纳宁波工厂向上海大众的波罗、途安、昊锐、明锐车型配套EA111系列

发动机用正时链条。

2012年6月，上海大众宁波工厂的零部件产业园动工。总投资24亿元。截 

至2012年10月，已经与34家供应商签署合作协议。其中，7家全球百强供

应商。计划配套内外饰、底盘零部件、电子电器产品等。

2012年1月，上海大众宁波工厂动工。 -

（根据各公司公布资料及各种报道制作）

【大众　在华零部件相关事业概要（截至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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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12年7月《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

展规划(2012～2020年)》的发布，新能源汽车核

心零部件的开发已成为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

的焦点。中国政府为实现2015年EV·PHV累计

销售50万辆的目标，正大力支持核心零部件的产

业化，并针对制造商发布多项支持政策。同时，

在2012年以后相继发布了汽车电子领域的培育

政策，力图强化电子控制系统等产品能力。进入

2011年，零部件产业的产值及投资额增长乏力现

象凸显，鉴于此，中国政府加大培养全球领先的

零部件制造商的成长和产业化。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

年)》提出，到2015年实现EV·PHV累计销售

50万辆的目标。但在外资系仅将技术转移到中国

从事新能源汽车相关开发、生产的情况下，外资

系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政府为使本土系在新能

源汽车产业掌握主导权，便发布各种政策进行支

持。2012年10月，发布的《2012年度新能源汽车

【中国　零部件产业产值推移（2002 2011年）】 【中国　零部件产业投资额推移（2002 2011年)】

注：含摩托车零部件。　　　　　　　　　　　　　　　　　　　　　　　　 （根据CATARC数据制作） 注：含摩托车零部件。　　　　　　　　　　　　　　　　　　　　　　　　 （根据CATARC数据制作）

【中国　零部件产业研发经费支出推移（2002 2011年）】

注：含摩托车零部件。　　　　　　　　　　　　　　　　　　　　　　　 　（根据CATARC数据制作）

主要零部件产业培育政策概要

2012年1月，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1年修订)》，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由汽车改为核心零部件的研发

与制造。旨在促使世界制造商将零部件开发转移至中国。

2012年7月，《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和 

《“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相继发布，中国政府不断

强化对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核心零部件开发。为实现2015年EV·PHV累

计销售50万辆的目标，中国政府正在推动新能源汽车相关零部件的产

业化。

2012年以来，工信部等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工程项目， 

计划对制造商提高开发能力给予支持。外资系制造商因难以满足近两

年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3%的限制条件，继而逐渐加大对本

土系制造商的支持。

摘自《第2章 主要汽车制造商的采购方针和动向》 摘自《第3章 主要零部件领域的行业动向》摘自《第1章 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现状和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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