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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受全球疫情影响，全球汽车产业经历了充满挑战的一年，叠加经济增长持
续放缓、贸易摩擦升级等宏观因素，目前仍处于转型阵痛期。中国汽车零部件企
业在2019年整体营收规模逆势增长之后，在2020年再接再厉，实现营收和利润双
增长，实属不易。其中不乏亮点企业，在产业转型期锐意进取，为整体行业打造转
型标杆。

自2018年起，罗兰贝格对历年双百强榜单进行解读并编撰白皮书，2021年已为
《中国汽车报》与罗兰贝格正式合作的第四个年度。

本次白皮书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将分析全球与中国汽车及零部件行业
发展现状及趋势，并基于2020和2021两年双百强企业营收、盈利及研发等数据信
息，描绘并分析中外零部件百强企业的核心发展趋势。第二部分则结合行业发展
大势，提出企业未来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并解读领先实践案例，进一步提出致胜
未来的关键举措及战略思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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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全球及中国整车市场环境

1/ 2020年汽车零部件行业 
整体发展概述

1.1/ 中国汽车行业发展趋势

疫情下中国汽车市场销量稳固，其他地区受疫情影响
严重

在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汽车行业迎来下半年销
售反弹，全年销量仅下降约5%，较为稳固。相比之下，全
球 其 他 地 区 受 疫 情 影 响 严 重，销 量 平 均 下 降 超 过 
7%。2020年全球商用车及乘用车整车市场受疫情影响

明显，全年销量80351万辆，较2019年下降14%，其中中
东及非洲地区下降尤为明显。

2020年中国商用车及乘用车整车销量26032万辆，同比
下降3%。其中乘用车销量2020万辆，跌幅达6%，带动
零部件产业整体持续低迷。而中重型商用车销量增势
突出，为189万辆，较2019年增长达29%。2020年为商用
车市场爆发之年，政策升级及下游需求增长推动中国
中重型商用车销量稳中有增，不失为部分零部件企业
的增长机遇。  01

资料来源：IHS；罗兰贝格

1 新能源车型包含纯电动及插电混动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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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资料来源：Caam，Marklines，IHS；罗兰贝格

新能源智能车快速发展，2021年成为智能车爆发之年

政策主导下，多元因素驱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
升，从2019年5%增长至2020年6%，且2021年智能车产
品爆发，成为智能车爆发之年。

乘用车整车领域，在国家补贴政策与技术发展驱动下，
新能源车迅速崛起，产品迭出。乘用车新能源车型的渗
透率自2017至2020年保持29%1的年复合增长率，相比
传统能源7%的跌幅，值得产业链玩家重点关注与突破。
同时，中高端新能源品牌市占率稳步提升，特斯拉及部
分国内新势力正在充分挖掘中高端纯电动市场潜力，
实现了市占率的快速提升。  02

2021年已成为智能车爆发之年，诸多传统和新品牌均
已发布多款智能电动汽车。部分传统品牌如奔驰，发布
了EVA纯电平台首作——奔驰EQS，奥迪、大众与宝马也
分别发布奥迪Q4 e-tron、大众ID.6及宝马iX。新智能车

品牌如极氪，发布了主打性能的智能车产品极氪001，
同时智己汽车也发布了智己汽车L7作为其首款车型。
此外，极狐与零跑汽车也分别发布了主打不同性能优
势的极狐阿尔法S与零跑C11性能版。

高端品牌逆势增长，自主品牌高端化趋势明显

消费升级与豪华车型下探双力合作促使中国豪华型乘
用车销量稳步提升，细分市场机遇不断强化，市场占比
自2017至2020年保持9%2的年复合增长率。此外，自主
品牌高端化趋势明显，纷纷推出了独立高端品牌，部分
领先自主高端品牌销量占比逐年提高。特别是国产品
牌红旗突出重围，自2018年至2020年实现146%的年复
合增长率，到20年销量达到20万辆。  03

2 豪华细分市场基于IHS分类(基于车型价格及营销定位), 
包含premium和luxury两类车型

1) 新能源车型包含纯电动及插电混动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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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豪华细分市场基于IHS分类(基于车型价格及营销定位), 
包含premium和luxury两类车型

03 中国整车市场高端化趋势

资料来源：Caam，Marklines，IHS；罗兰贝格

1) 豪华细分市场基于IHS分类(基于车型价格及营销定位),包含premium和luxury两类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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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零部件百强企业核心趋势解读

2020年的零部件行业呈现中国企业规模增长、研发投
入占比增加、商用车零部件企业收入大幅提升、产品结
构调整四大特点。中国百强企业整体营收达1.35万亿，
同比增长4%，其中以头部商用车及新能源部件企业为
主力，推动中国百强企业营收逆势增长。企业研发投入
显著增加，尤其加大新能源领域投入。百强企业构成较
为稳定，90家企业连续两年上榜，头部商用车零部件企
业营收增长明显。

趋势一：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收入占比增加，商用车、
新能源领域增势突出

全球零部件百强企业2020年营收整体下降12%，但
中国企业营收却实现逆势增长，占比全球营收提升至
11%。大部分入榜的中国企业排名较去年均有明显上
升，但其中跻身全球头部位置的企业仍然较少：中国跻
身全球前20的企业仅2家，50名前仅5家。跻身世界百强
的中国企业主要凭借传统细分领域（如商用车市场）优
势、前沿领域开拓（如新能源）等，营收增速高于外资企
业。相比之下，百强榜中88家外国企业中83家营收同比
减少，部分企业以收并购方式实现营收增长，如博格华
纳2020年完成对德尔福科技的收购。  04

04 全球零部件百强营收及中国企业全球排名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报；罗兰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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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二：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占比加大，实现竞争力提升
与前瞻布局

2020年，领先商用车及新能源零部件企业推动百强企
业营收逆势增长。从营收规模来看，中国零部件百强企
业营收总额1.35万亿3，较去年同比增长4%，整体增长
规模约550亿，其中商用车增长约600亿、新能源增长约
30亿，有效缓解乘用车销量减少带来的行业冲击。2020
年百强企业净利润437.8亿，相比2019年增长8%4，净利
率也从2019年5.6%上涨至2020年5.8%，主要由于疫情
导致部分零部件企业工厂相继停产，市场供给减少导
致零部件价格上涨，拉动企业净利润上升。

为保障企业生存并实现发展，中国百强企业早已加大
对研发创新的投入，尤其对新能源领域开拓。2020年百
强企业研发投入400.4亿元，同比增长9%5。  05

3 营业收入规模考虑连续两年公开相关数据的100家企业

4 仅包含百强企业中亿上市且相关数据公开的74家企业

5 仅包含连续两年公开相关数据77家企业

05 中国零部件百强营收、利润及研发投入概览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报；罗兰贝格

1) 营业收入规模考虑连续两年公开相关数据的100家企业；
2) 仅包含百强企业中相关数据公开的74家企业；
3) 仅包含连续两年公开相关数据77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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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三：百强企业整体稳定，主营商用车零部件的企业
营收增长明显

百强企业中90家企业连续两年上榜，整体较为稳定，其
中共66家、约70%的企业实现全年总营收正增长。潍柴
集团与华域汽车连续四年稳居行业前二，东安动力与
国轩高科持续提升其排名。

得益于整体汽车销量下降趋缓，并且对新能源、商用
车零部件等高增长业务的布局，2021年榜单中已有约
30%的企业增速超过20%。零部件营收规模Top10的企
业中，主营商用车零部件的企业营业增速约+17%6。主
营乘用车零部件的企业营业增速约-7%。  06

趋势四：板块收入分化，发动机及新能源板块持续增长

2020年零部件企业呈现收入分化趋势。在并购与研发
两大驱动下，新能源板块逆势增长，实现营收和利润齐

升，较去年增速达6.5%7，净利率由19年的10.7%增长
至12.5%。同时，受国六标准出台及技术快速迭代升级
的影响，发动机替代进程加速，企业营收不断增长，较
2019年增速达17.6%。相比之下，电子板块受疫情影响，
导致国外上游供应链不稳定，如芯片短缺的现象发生，
整体营收以12.1%的跌幅大幅下降。

传统零部件企业遇增速瓶颈，应加大研发投入紧抓新
浪潮。研发投入方面，新能源板块研发投入占整体研发
投入的14%，占营收比重为8.9%，保持较高水平，部分
领先企业的研发投入巨大。  07

6 Top 10 企业中主营商用车企业包括：潍柴集团、玉柴集团、法士特 
传动；主营乘用车企业包括：华域汽车、海纳川、均胜电子、宁德时 
代、广汽零部件、中航汽车、中策橡胶

7 仅包含连续两年公开相关数据的69家企业

06 中国两年上榜百强企业2019-2020营收变化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报；罗兰贝格

1) Top 10 企业中主营商用车企业包括：潍柴集团、玉柴集团、法士特传动；主营乘用车企业包括：华域汽车、    海纳川、均胜电子、宁德时代、广汽零
部件、中航汽车、中策橡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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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百强企业分版块营收、净利润率及研发投入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报；罗兰贝格

1) 仅包含连续两年公开相关数据的69家企业；
2) 其他传统板块包括底盘，发动机，内外饰，通用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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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1年汽车零部件行业 
发展驱动力展望

罗兰贝格认为，未来零部件企业应重点着力于四大应
对之道：价值链定位转变、业务数字化提升、合作模式
变革及全球协同拓展。

面对整体市场下行趋势，中国零部件企业应准确识别
企业发展驱动力，在智能化与新能源化趋势下，与AI等
领先平台型技术企业合作以借助平台优势，同时深耕
垂直行业场景技术；通过企业内部变革，加强业务软件
能力建设以实现组织数字化能力的全面提升；面对智
能化汽车快速迭代的趋势，零部件企业应加强与OEM
深入绑定开发，共同拓展汽车新生态；同时，零部件企
业可与主机厂携手建立共赢机制，共同拓展海外市场，
加速实现全球布局。

发展之道一：价值链定位转变

面对智能化和新能源化新趋势，企业应尝试利用自身
垂直行业经验，与领先平台性技术企业开展合作，以实
现应用场景深耕和技术提升。如，为顺应智能化趋势，
福瑞泰克借助地平线的算法与人工智能芯片优势，以
开发更适用于中国市场的，且可量产的ADAS产品。同
样，大陆集团近期凭借其成熟的产品与供应链，并结合
地平线芯片和算法优势，推出了本地化ADAS产品。为应
对新能源化趋势，深澜动力选择与宁德时代合作，以提
供可适配不同场景的电池系统。博世同样携手宁德时
代，与其达成电芯领域长期战略合作，确保其48伏混动
产品的电芯优异性能。

因此，罗兰贝格建议垂直行业企业可借助于平台性企
业满足核心组件的供给，加之自身所在行业的经验与
优势，在成本更高效的情况下提供更适用于不同场景
的产品和应用。此外，垂直行业企业通过与掌握关键技
术的平台型企业合作提升其产品的关键性能。

发展之道二：业务数字化提升

企业应围绕“软件定义汽车”这一趋势，构建软件+硬件
的产品组合，以此探索新的业务盈利机会点。通过整合

企业内部已有的软件开发能力，实现跨域协同开发以
满足未来汽车集中化电子架构需求。此外，企业可通过
构建企业内统一软件开发平台，提升跨部门、跨企业软
件开发协作效率，来实现软件开发的加速迭代。

博世近期通过整合原分散在汽车多媒体、动总、底盘控
制等多个事业部中的密集型软件开发和跨域电子系统
开发组织，成立了约1.7万人的智能驾驶与控制事业部，
并于先期将从博世的驾驶辅助、自动驾驶、车身电子系
统等事业部抽调员工以强化自身跨域软件开发能力。

为加速数字化变革的步伐，采埃孚成立了全球软件中
心以构建统一软件开发系统。该中心负责构建采埃孚
集团范围未来统一的开发软件系统架构，并将其应用
于整个公司的应用软件开发过程。

发展之道三：合作模式进化

为顺应智能化汽车快速迭代趋势，零部件企业应围绕
技术、产品、渠道及用户等方面，与OEM进行深入绑定
开发，缩短原有合作链条，并充分共享渠道、用户资源
及产品数据，共同应对市场快速需求变化和技术变化
并拓展汽车新生态。

华为目前正积极与主机厂商塞力斯展开深度合作。首
先二者在技术与产品层面共建了联合技术开发中心。
华为将其整体智能技术，如DriveONE三合一电驱动系
统、HUAWEI HiCar全场景智能互联系统及立体环绕系
统HUAWEI SOUND等引入该中心，加之塞力斯提供单
点基础技术，如自主研发SEP200电机与自主研发增程
技术，使双方可以更稳健的合作模式共同研发新一代
智能车产品。

为提升售后服务质量与销售体验性，塞力斯与华为建
立了渠道、用户及数据的共享机制。赛丽斯可借力华为
销售体系，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并获取其庞大的用户资
源以开拓潜在消费者。此外，通过华为汽车智能生态终
端打通终端用户数据，实现数据共通共享，以更准确的
定位并满足售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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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之道四：海外协同拓展

罗兰贝格认为中国零部件企业可依托其在国内积累的
技术和经验优势，协同中国主机厂共同拓展海外市场，
实现产品和服务本地化共享全球客户资源。

近期长城汽车与蜂巢能源合作，将在德国萨尔州设立
新的生产基地，配套长城汽车新能源工厂可助力长城
汽车拓展海外市场。该基地可进一步供应给德国本土
主机厂，满足欧洲企业系电池需求。

华域旗下的延锋座椅也开启了自主与协同双路并行拓
展海外的路径。其在墨西哥、塞尔维亚、泰国等地区均
自建了生产基地，并与通用五菱在印尼共建产业园区。
通过在泰国、塞尔维亚、墨西哥等地区设立生产基地，
使延锋能为宝马、马自达等众多国内外整车客户提供

优质的本土化研发和供货服务，与五菱在印尼共建的
产业园区可使延锋更好的服务于国内主机厂的海外业
务，同时拓展其海外销售渠道和品牌客户。

我们认为建议零部件企业应基于四大核心举措方向，
更加积极地思考四大核心发展议题：1.模式创新，垂
直合作：如何充分挖掘自身垂直行业优势，在新的产业
价值链中精准定位，与平台型技术企业协同合作，创造
新价值？2.组织变革，数字转型：如何通过内部组织变
革，提升产品数字化能力，加强对核心产品的持续迭代
和创新，以加强议价和盈利能力？3.共建共创，生态共
赢：如何加强与主机厂在新生态中合作深度和广度，构
建适合自身企业的生态系统，并共同拓展新汽车生态？ 
4.协同出海，全球布局：如何把握中国主机厂出海趋势，
主动协同主机厂共同出海，布局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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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贝格成立于1967年，是全球顶级咨询公司中唯一一家始于德国、源自欧

洲的公司。我们拥有来自34个国家的2400名员工，并成功运作于国际各大主

要市场。我们的50家分支机构位于全球主要商业中心。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

是一家由近250名合伙人共有的独立咨询机构。

以简驭繁

过去50年中，罗兰贝格携手全球客户成功把握变革；展望未来50年，我们致力

于支持更多客户再攀新高。通过提供灵活高效、先人一步的战略咨询，罗兰贝

格将以简驭繁，助客户实现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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