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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国内外汽车产业发展形势，推动北京汽车产业外

向型发展，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同时提升“北京创造”的

国际影响力和服务全国、辐射世界的能力，为首都经济社会

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特制定本规划。规划年限为 2011 年至

2015 年。

一、全球汽车产业出口贸易格局

全球汽车出口贸易特点有：

贸易主体集中度较高。从贸易结构看，全球汽车出口贸

易主要集中在美国、西欧等第一类市场，约占贸易总量的

60%。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在内的第二类市场

贸易额约占 15%。非洲等第三类市场出口贸易额约占全球

25%。

主要汽车生产大国出口比重较大。2009 年德国汽车出口

总量占其汽车产量的 68.8%，日本占 45.6%。德国、日本、

美国分列汽车出口贸易额前三，三国汽车出口贸易总额约占

全球的 40%。

海外建厂成为拓展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目前，大型国

际汽车公司基本遵循“整车出口-散件组装-海外建厂”的发

展模式，且形成产量以海外工厂为主的局面。2009 年，本田、

丰田、现代分别有 72%、53%、48%的销量来自海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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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类市场划分

按汽车工业发展水平、市场准入标准，可将全球汽车市场分为三

类：第一类所属国家或地区的汽车工业发展较为成熟或对汽车排放、

技术法规要求较严格，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等。第二类市场汽车工业发展较快，具备一定基础，对汽车

排放、技术、营销等准入标准要求与国内相差不大，主要有金砖五国

等。其余市场为第三类市场。

二、国内汽车产业出口现状

2010 年，中国出口汽车 54.5 万辆，占国内汽车产量的

3.0%。主要特点包括：

1.零部件出口比重较大。2010 年，全国汽车企业完成出

口金额 283 亿美元，其中零部件占 72%。

2.出口产品基本覆盖所有类别。其中，乘用车出口以轿

车为主力军。2010 年，中国轿车出口占乘用车出口总量的

62.9%，奇瑞、本田（中国）、重庆力帆分列前三。商用车产

品涵盖货车、客车的几乎所有品种，东风、哈飞、长城、福

田等企业货车年出口量均超过 2万辆，位居前四名。

3.出口企业、出口地较为集中。奇瑞、长安、长城、东

风、北汽等前 10 家企业出口量占全国的 77.4%。安徽、重庆、

河北、北京等出口量排名居前。

此外，中国汽车出口还呈现出主要满足第三类市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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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出口方式由整车出口向建设散件组装厂转变等特点。

三、北京汽车产业出口现状

“十一五”期间，北京累计出口整车超过 17 万辆，整

车与零部件累计实现出口金额约 62.6 亿美元。2010 年，北

京汽车产品出口金额 13.5 亿美元，约占北京汽车工业产值

的 4%，约占全国汽车出口金额的 3%。其中，整车出口 3.7

万辆，占全市汽车工业产销量的 2.5%，占全国汽车出口总量

的 6.7%。特点有：

1.出口主体相对集中，北汽福田、北汽有限为整车出口

的主力军。前 10 名零部件企业出口额占零部件出口的 76%。

2.出口产品以商用车为主，商用车占总出口量的 95%，

但高附加值产品较少。

3.整车产品基本出口到第三类市场，分布在亚非拉国

家，约占总量的 98%，出口到二类市场占 2%。

4.出口方式仍以一般贸易为主，但开始探索在海外建设

散件组装厂。

此外，本市汽车企业海外营销网络初具规模，但网络控

制能力依然较弱。同时，新能源汽车出口实现突破，抢占了

国外部分市场。



5

四、北京汽车产业出口面临的形势

进入“十二五”，随着国家刺激汽车消费政策的退出，

国内汽车产业增长将趋缓，竞争将进一步加剧。在此背景下，

国内各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意愿更加强烈，纷纷加紧开拓海

外市场，实施外向型发展。

北京正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和国际商贸中心，需

要外向型产业的支撑，并通过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提高区域

创新能力，扩大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提升城市品牌形象，

同时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聚集。

北京汽车工业拥有外向型发展的基础。基本建立起较为

完整的整车制造和零部件供应体系，并在商用车和运动型多

用途汽车（SUV）等部分乘用车领域具有国内领先的研发制

造能力。福田与戴姆勒、康明斯、北汽自主品牌、北京长安

汽车进一步丰富了北京汽车外向型发展的合作模式和产品

资源。

但是，北京汽车工业外向型发展也面临挑战，在发展初

期需面对国内企业的同质化竞争和日、韩、德等国的跨国汽

车企业的封堵，且在国际化经营、对外投资管理等方面经验

不足。遭受国际贸易壁垒和国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

调查的风险不断加大。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也造成企业对外

竞争优势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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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导思想、发展思路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大力实施出口战略，培养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汽车产

业，推进北京汽车工业融入全球汽车产业，提升“北京创造”

国际影响力，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打造国际商贸中心

做出贡献。

（二）发展思路。

进一步推进北京汽车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竞争力，

创新出口方式，针对不同市场实施差异化、多渠道出口战略，

推动北京汽车出口从出口战略、贸易方式和售后服务体系等

方面转变，不断扩大出口规模，使汽车出口成为北京外贸和

北京汽车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和重要支撑力量。

（三）发展目标。

十二五期间，北京汽车出口金额年均增长 20%，到 2015

年力争当年实现出口金额 40 亿美元。汽车出口量、出口金

额在国内位居前列。具体目标为：

企业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通过实施出口战略，提高重

点企业统筹国内国际资源的能力，进一步增强整体竞争力，

成为首都外向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北汽福田成长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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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商用车企业，北京成为其全球运营中心、研发中心、结算

中心。北汽集团自主品牌轿车、北京长安汽车公司在国际市

场占据一定的轿车市场份额。同时，形成若干零部件出口规

模在 1亿美元以上的龙头企业。

市场结构更加优化：以高水平整车产品抢占一类市场，

以散件组装、海外建厂方式拓展二类市场，以整车出口、散

件组装方式巩固三类市场。2015 年，向一类、二类、三类市

场出口的金额比例为 5:55:40。

产品结构进一步完善：实现两个转变，即整车由商用车

为主向商用车、乘用车并重转变，零部件出口由外资主导向

自主品牌、外资并重转变。2015 年自主品牌轿车出口达到 4

万辆。到 2015 年，中重卡、高端轻卡、轿车等产品出口金

额比重超过 60%。

渠道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推动营销网络建设从依赖当地

经销商向自主营销体系转变。加强售后服务体系建设，提高

售后服务能力。到 2015 年，在全球完成 3000 家以上网点布

局，自建、共建营销网络比重超过 50%。

贸易方式有所转变：由目前单纯依赖产品出口为主向产

品、技术、品牌、资本输出相结合转变。

六、工作重点

为实现以上目标，重点开展以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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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布局，分类拓展市场。

1.在一类市场实现突破。培育北京汽车企业进一步提升

自主创新能力，支持其通过研发和技术改造，提升产品排放、

安全等级，开发适应国外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提高轻

卡、中重卡、轻客、SUV、中高端轿车及电动轿车等产品的

竞争力。先期以新兴发达国家为突破口，出口高端轻卡、皮

卡、轻客、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在“十二五”中后期进入美

国、日本、韩国等市场。

2.重点拓展二类市场。支持北京汽车企业在二类地区投

资建厂和建设散件组装工厂，生产高端轻卡、皮卡、SUV、

中重卡等产品。

3.巩固并扩大三类市场空间。通过建设散件组装工厂和

整车贸易方式，出口各类商用车和自主品牌轿车、SUV 产品。

（二）创新方式，多渠道扩大出口规模。

探讨多种模式，统筹利用各方资源，推进汽车出口。

1.创新模式，带动整车与零部件出口。

利用多种渠道推动整车出口。借鉴福田戴姆勒、福田康

明斯合资模式，提升自主品牌影响力，并利用戴姆勒、康明

斯海外营销平台和渠道，带动整车及零部件出口。

扩大自主品牌关键零部件企业的出口。在总结并购经

验，加快关键技术消化吸收的同时，继续推进关键零部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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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海外并购，平移部分产能，建设北京基地。利用并购企

业的全球网络，促进自主品牌关键零部件企业进入跨国汽车

企业全球供应链，拉动关键零部件出口。

2.加大与央企部门合作，合力拓展海外市场。

加大与央企合作，借助其资金实力、海外渠道和境外工

程等资源，争取整车采购订单或援外车辆订单，并通过资金

代垫、委托销售等多种方式，共同拓展海外市场。

（三）提升质量和平台建设水平，打造汽车出口基地。

完善北京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降低成本，提高汽车产业

竞争力。推动汽车制造业集聚区形成出口规模，打造国家级

汽车和零部件出口基地，逐步树立“北京品牌”形象。

支持企业加强技术和市场研究，开展引进消化吸收再创

新，开发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

牌的产品；推动本市有实力、有潜力企业及相关机构建设境

外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点、检验检测、国际认证注册、物

流等公共服务平台，不断提高商务服务完善度，增强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能力。

（四）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化，抢占海外市场先机。

充分利用本市电动汽车产业基础和示范运行效应，调动

国际汽车产业资源，研发、生产适应海外需求的电动汽车产

品，并以邮政、出租、公交等领域为突破点，重点拓展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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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发达国家及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推动建设国际

电动汽车研发制造中心和关键零部件制造基地。

七、保障措施

完成以上重点工作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支持。

（一）积极配合国家对外经贸合作发展战略。

建立与国家外交、商务等部门的定期沟通机制，研究、

掌握国家外交、经贸政策方向与趋势，抓住机遇，结合国家

外交战略、经贸合作战略的实施，发挥比较优势，在一二类

市场实现突破，针对三类市场推进产业转移，争取国家层面

支持。

（二）支持企业加快提升产品竞争力。

争取市产业统筹资金专项支持，重点支持企业针对三类

市场进行适应性开发，在产品质量、性能等方面进行提升、

改进。加大研发力度；针对一、二类市场，研发满足汽车排

放、安全、法规等要求和右舵使用习惯的高附加值汽车产品。

鼓励企业加大海外出口产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降低产品成

本。

支持企业在二、三类市场加快建设组装工厂和投资建

厂，带动整车和关键总成及零部件出口，同时通过技术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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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让等方式，加快海外建厂和合资合作进度，提升品牌

影响力。

（三）充分调动和利用政府资源。

加大政府层面沟通交流，引导、支持本市重点企业借助

政府资源，与目标市场的当地政府、当地工业与投资等国家

主管部门和商会建立稳定的沟通渠道。先期以中东欧、东南

亚、中南非洲、拉丁美洲等区域为重点工作对象，覆盖二三

类市场，获取当地在零部件进口关税、产业政策倾斜、网络

渠道建立、整车出口配额和关税优惠等方面的支持。

强化与我驻外使领馆的合作与交流，发挥其沟通渠道和

信息平台作用，推动本市汽车出口企业加强与国外政府、商

会的沟通，争取支持，为企业创造在海外发展的良好环境。

（四）营造良好的贸易政策环境。

建立完善汽车出口协调、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支持本

市汽车行业主动利用贸易救济手段，维护行业利益和产业安

全。加强国际规则培训，指导本市汽车企业积极有效地应对

国外不公平贸易作法。加强对国外汽车企业贸易壁垒信息的

搜集和研究，为企业争取公平贸易环境。加强出口信用保险、

信贷等方面支持。争取本市和国家政策、资金支持，加快完

善出口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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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丰富人才引进渠道，支持在海外建

设企业研发中心，引进海外产品研发和熟悉国外市场、法律

法规、技术趋势等情况的国际型人才，为建设世界级汽车企

业和外向型经济提供人才保障。

市有关部门按照此规划，研究、制定《北京汽车产业出

口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