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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要 

近年来我国汽车市场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周期波动性特点凸显。在连

续三年下降后，2021 年，在成本上涨、芯片短缺的不利局面下，我国汽车

销售总量在乘用车的带动下重现增长，商用车销量则有所下降；乘用车中，

新能源汽车大幅增长、渗透率快速提升，我国政府多年来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培育收到良好效果，市场需求已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国汽车行业的上游配套较完备，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发展中，动力电

池在全球具有一定领先优势。但 2020 年下半年以来，汽车芯片供应不足

对主要汽车厂商的生产形成了一定制约；我国汽车芯片对外依存度较高，

存在一定隐患。 

从需求看，近年来，SUV 和中高端车偏好在我国市场充分展现，而随

着消费群体的变化，更能承载“智能+网联”功能的新能源汽车市场认可度

快速提高；我国自主品牌厂商在 SUV 和新能源汽车领域取得优势，缩小了

与合资企业的差距。货车的购置需求与基建投资规模、社会物流总量等存

在较大关联性，近期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较大的基建投资规模有利于重

卡销售的稳定；物流业的发展、道路治超等政策的实施则有望使轻卡购置

需求保持增长。受轨道交通覆盖网络扩大等因素影响，我国客车市场面临

较大压力，近年来处于饱和状态，未来市场需求主要依赖政策推动下公共

领域用车、三四线城市公共交通工具的电动化更新，增长前景尚需观望。 

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汽车制造业行业集中度高。经过 2018 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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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胜劣汰，目前行业内债券发行人多为头部企业，规模化优势显著，财

务表现整体较好，信用等级普遍较高。 

2021 年，汽车制造企业未发生债券违约或延期兑付的情况，有一家企

业的主体信用等级被下调；新发行债券规模小，票面利率低；存续债券规

模和一年内到期债券偿付压力较小。 

展望未来，短期看，2022 年我国汽车制造业有望延续增长态势。中长

期看，一方面，需求增速降低将使行业竞争加剧，弱势企业生存环境将不

断恶化；另一方面，行业整体仍有一定发展空间，未来出现连续多年景气

度下行的可能性小，行业整体有望稳定运行，有利于多数存续债发行企业

信用水平保持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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