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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合理的股权结构会产生一个良好的治理结构，而良好的

治理结构会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绩效。要使我国的审计委员会

回归本身所应胜任的真正的治理角色和本源性质，就必须改

进和营造其有效运行的治理环境。我国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

国有股“一股独大”和“主体缺位”的现象。并没有一个良好的

公司治理环境，所以应该积极引导上市公司降低控股股东持

股比例，对国有股进行转让、回购或置换，逐步增加其他股东

的持股数量和比例，使得股东的持股比例处于一个相对集中

的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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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是一个高投入、高产出、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

型的产业。该产业关联度很高，对上游的钢铁、化工、纺织、橡

胶、机床等产业有着很大的拉动作用，对下游的汽车服务业、

金融信贷等产业也产生巨大的影响。汽车产业的大规模扩张，

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增长的引擎，还为众多的上游产业和

相关服务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因此，对汽车产业实力的准确测度是提高中国汽车产业

经营绩效、促进产业稳步发展和改善国家对汽车产业宏观指

导的需要，也为今后我国汽车产业面对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

环境合理运用战略战术提供了依据。

在中国与美国汽车产业的对比中，通过分析两者不同时

间段各项实力指标的变化情况和总体实力的高低强弱，从而

归纳出变化规律，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产业发展的不足，更为

有效地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

一、中美汽车产业发展概况

1. 中国汽车产业概况。从1949年组建汽车工业筹备组算

起，中国汽车工业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史。回顾过去，中国

汽车产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行的过程。自1953年建立

第一汽车制造厂以来，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三个阶

段，见下表：

【摘要】全球金融危机改变了汽车产业的格局，美国汽车产业风雨飘摇，日本汽车产业停滞不前，德国汽车产业发展态

势良好，中国汽车产业更是借助有力的政策支持，抢占了2009年全球汽车市场产量的头名。本文以美国汽车产业为参照，对

中国汽车产业的实力进行对比研究，并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两国产业在生产率层次、市场份额层次

和利润层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对比分析。

【关键词】中美汽车产业 生产率 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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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汽车产业生产率、市场和利润的比较研究

第三阶段 1999年至今

汽车市场竞争更加自
由袁引进技术后进一步深
化曰中国汽车企业开始在
全球范围配置科技资
源袁解决研究开发问题

逐步获得自主技
术开发能力袁虽然
水平偏低

发展阶段 时间段 特 征 意 义

第一阶段 1953~ 1978年
第一汽车制造厂和第二
汽车制造厂建立

填补了汽车产业
的空白袁进行了最
初的技术引进

第二阶段 1979~ 1998年
大力引进外资和技术袁
更加注重对所引进技术
的消化和吸收

缩短了与世界汽
车工业的差距

表 1 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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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汽车产业的结构。目前中国的汽车企业仍然规模

偏小，经济技术实力很弱。虽然中国汽车产量达到全球第一，

但是近60%的产量均来自于外资公司在中国成立的合资生产

企业。中国汽车出口地区主要为中东、亚洲其他国家、非洲，出

口量占生产汽车的总量很少。在最发达的欧盟、日本和美国，

几乎看不到中国出口的成车。从产品结构来看，2002年中国轿

车生产首次超过载货车和客车，与国际开始接轨。

合理的经济规模是汽车生产厂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

现利润最大化、保持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专家认为各类型汽

车规模经济的临界点为：国家汽车工业汽车生产量为200万辆

以上；轿车企业为25 ~ 30万辆；轻型载货汽车企业为10 ~ 12万

辆；重型载货汽车为1 ~ 8万辆。资料显示在1998年，我国三大

汽车制造企业生产的汽车总量占全国汽车产量（CR3）的

41.7%，而同期美国为98.9%，日本为63.1%，韩国为97.1%。

（2）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潜力。首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

的人口，而且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有不断发展壮大的汽车市

场；其次是劳动力成本优势；再次是具有较强的制造业整体能

力, 尤其是具有上游相关产业能力，比如与汽车产品相关的

钢铁、机械产品、橡胶加工等，中国的产量位居世界前列, 在

产品成本上也有一定优势。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较强的

国际竞争力。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进入

高加工度制造业为重点的增长阶段，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有一

定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制造业会逐步向我国转

移。这一发展趋势无疑会增强中国在汽车产品上的优势。

自2000年后（2008年除外），中国汽车产业的全年完成投

资额一直稳步提高，这无疑从基础设施、技术能力方面为中国

汽车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国内汽车产业生产能力也提

高很快，平均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2009年中国汽车产

量轻松超过日美两国，以1 379万辆首次在世界范围内夺冠。

（3）中国汽车产业的研发能力。跨国公司占据中国市场与

技术的主导地位，中国汽车产业整体技术水平与大型跨国汽

车企业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汽车工业整体竞争力弱，特别是

在高端技术领域缺乏国际竞争力，主要表现在产品技术、生产

工艺、新材料、电子技术和关键基础零部件的研发和应用技术

水平低，专业化程度不高。目前，中国汽车产业仅具有开发适

合中档以下的中重型及轻微型载货车、农用车和低档轿车产

品的能力，尚未形成较高水平和完整的轿车和载货车开发体

系，更不具备高档轿车及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开发能力。在汽车

总成及零部件的基础研究、前期开发及技术储备等方面的技

术开发能力相当的薄弱。由于企业规模小，难以支持开发费

用，开发投入明显不足。中国汽车产业每年用于开发的费用仅

占其销售收入的1%左右，其中用于零部件国产化、产品验证、

模具制造的费用占相当的比重，真正用于新产品开发的费用

很少，远低于日本5%，美国4.1%的比例。

此外，我国汽车产业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也

常年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1991年略高于8%，2001年超过

10%，2008年达到12%。整个中国汽车产业重制造加工而轻技

术，研究与开发投入不足，阻碍了产品水平和质量的调高，从

长远看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 美国汽车产业的概况。2004年，美国汽车制造业总产值

为4 240亿美元，美国商业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这个数值

占全美大宗商品制造的第一位。虽然美国汽车制造业总产值

在2000年以后波动很大，但是汽车产业仍然是美国发展最为

迅速的制造业类别。近年来美国汽车制造业对外转移的趋势

越来越强烈。美国汽车市场销售量总体来看比较稳定，在2000

年美国经济上升期时，对汽车的消费随之提高，但是由于布什

政府实施的经济和军事政策以及之后的金融风暴，美国汽车

产业的销售量出现了两次低谷。

就各大汽车公司在美国的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来看，美

国汽车集团占据国内汽车市场的领导者地位，日本紧随其后，

德国和韩国汽车在美国汽车市场上的份额也增长很快。美国

汽车三巨头在2003年国内市场所占销售比率合计达到59.4%，

占无可置疑的统治地位，但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2009年美国

三大汽车公司所占比例大幅度下降到43.66%。

从国际贸易角度来看，美国汽车产业从1990年后对外贸

易中出现了大量的不可持续的逆差，并且数量越来越大。2004

年，美国汽车产业对外贸易逆差接近1 500亿美元，2007年，对

外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 220亿美元左右。从利润角度来看，美

国汽车产业的波动性很大，在2001年以后鲜有盈利的记录。

二、中美汽车产业的生产率、市场和利润的比较与评价

1. 中美汽车产业生产率层次的比较。生产率层次实力的

评价涉及两个要素———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1990 ~ 2008年

中美两国汽车产业的生产率、工资率数据见表2。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中国汽车产业

3.817

4.519

6.260

6.410

6.237

5.305

5.256

5.028

4.758

5.854

6.130

7.087

6.404

10.748

9.296

6.743

8.187

7.879

4.537

美国汽车产业

1.108

1.102

1.190

1.296

1.337

1.317

1.370

1.414

1.417

1.413

1.390

1.306

1.341

1.206

1.278

1.293

1.220

1.240

1.499

生产率/工资率

表 2 中美两国汽车产业的生产率/工资率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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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年鉴》、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统计数据计算。根

据表2数据整理得图1：

由图1可知，中国汽车产业经过近20年发展，利用后发优

势奋力追赶，然而与美国汽车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明显。

但是以美国汽车产业为参照，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由1990年

只占美国汽车产业生产率的4.4%到2008年占到1/5左右，已获

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直到2008年，中国汽车产业的工资率

依然是美国的1/20左右，世界制造工厂的优势相当明显。就

指标的数值而言，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工资率历年数值都大

于美国汽车产业的数值，是美国汽车产业的3 ~ 9倍。与美国汽

车行业比较而言，中国汽车行业在生产率/工资率方面有绝对

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汽车产业在政策的支持下不断

通过合资、技术引进等多种手段促成生产率的快速提高。而国

内劳动力市场广阔，高校充足的毕业生供应以及农村的富余

劳动力使中国劳动力价格长时间持续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

平，使两国汽车产业虽然全员劳动生产率差距巨大，但生产

率/工资率的评价结果发生逆转。从特殊时点来看，中国汽车

产业在1990年生产率/工资率数值最低，2003年最高，美国汽

车产业生产率层次评价的最值不明显。生产率层次曲线波动

明显且高于美国汽车产业的对应评价值，说明正处在发展期

的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潜力巨大，在工资率缓慢

提升的大背景下，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给中国汽车产业

的发展带来无限机会。而美国的汽车产业已处在成熟期，作为

一个夕阳产业，多年的生产率和工资率的比值非常平稳，要想

提高生产率层次上的国际竞争力，就需要革命性的科技进步

提高全员劳动生产率，或通过颠覆性的组织变革大幅度降低

员工工资率，而这两种途径的实现都非常困难。

总体上看，在生产率/工资率层次，历年来中国汽车产业

一直比美国汽车产业具有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而且从发展趋

势来看，这种优势会持续保持。

2. 中美汽车产业市场份额层次的比较。中美汽车产业的

市场份额选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显示性竞争优势

指数CA为评价指标。本文计算出1990 ~ 2008年间中美汽车产

业的RCA与CA值，并用它们来评价两国汽车产业在市场份

额层次的出口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情况。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RCA

0.05

0.06

0.03

0.04

0.04

0.05

0.04

0.05

0.05

0.06

0.07

0.08

0.09

0.09

0.12

0.15

0.18

0.22

0.41

CA

-0.31

-0.22

-0.40

-0.43

-0.36

-0.17

-0.13

-0.10

-0.10

-0.09

-0.11

-0.15

-0.15

-0.23

-0.16

-0.09

0.03

0.05

0.05

RCA

0.89

1.36

0.94

1.04

1.04

1.01

0.99

0.99

0.93

0.94

0.98

0.95

1.01

1.00

1.02

1.09

1.10

1.10

1.06

CA

-0.80

-0.28

-0.58

-0.58

-0.60

-0.60

-0.57

-0.53

-0.53

-0.60

-0.59

-0.61

-0.56

-0.49

-0.42

-0.30

-0.30

-0.24

-0.12

中国汽车产业 美国汽车产业

表 3 中美两国汽车产业 RCA、CA值计算结果

注院根据叶中国统计年鉴曳尧叶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曳尧WTO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尧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计算得出遥

图 1 中美汽车产业实力在生产率层次上的比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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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美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工资率 中国汽车产业生产率/工资率

0.35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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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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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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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中国汽车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美国汽车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中国汽车行业工资率/美国汽车行业工资率

图 2 中美汽车产业的 RCA与 CA值比较

1.5

1

0.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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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产业RCA

美国汽车产业RCA

中国汽车产业CA

美国汽车产业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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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所示，从反映出口竞争力的RCA指标来看，中国汽

车行业和美国汽车行业差距明显，中国汽车产业的RCA值常

年都在0.2以下，远远小于1，产业出口竞争力非常弱。但RCA

值在稳定上升，从长期来看出口竞争力在提高，不过中国汽车

行业这个新兴的产业，要培养出迎接全球化挑战的竞争能力

还有个漫长的过程。美国汽车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发展总体上

而言比较平稳，数值在1左右徘徊，2008年受到金融风暴影响

RCA值略有下降。从更能全面反映产业国际竞争力的CA值

看，绝大多数年份中国汽车产业和美国汽车产业的CA评价值

都小于零，说明在全球范围内和对手激烈竞争时，两国汽车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都不高。

中国汽车产业虽然经过60多年的发展，但没找到成熟的

产业升级路径，竞争力依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升，核心技术缺

失、自主品牌匮乏、产业集中度低等诸多问题也频繁被有关专

家学者提及。如前所述，我国整车的出口主要通过价格低廉的

经济型汽车满足消费者需求，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中

东等国家和地区，绝对出口数量并不多。汽车零部件出口虽然

有贸易顺差，但主要是滤清器、气门、活塞环、火花塞和铸造产

品等耗材多、劳动密集、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而发动机等核

心配件以及高端汽车需要从外国进口。总体上看，我国汽车产

业的进出口结构是以“出口零配件、进口整车”为主要特征，由

此可知中国汽车产业无法有高的CA值也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作为传统的汽车强国，汽车产业的生命周期已经进

入成熟期，但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其通过制造业外移的

模式，将制造和装配环节转移到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国家，再

从那些国家进口的方式来提高产业效率。由于美国汽车制造

商实施全球生产战略，各国市场由当地工厂供货，因此美国汽

车行业的进口额也很大，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RCA值高而

CA值低的结果。

也就是说，中国汽车产业的低CA值是因为

中国年轻的汽车产业没有足够的竞争能力向世

界出口整车，却必须进口汽车强国的核心技术

和关键部件，在整条价值链中占有利润最低的

末端，因此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而美国

作为传统的汽车强国，虽然整个行业有自己的

领头企业和必要的产业基础，但受日本、韩国等

国汽车进口的强烈冲击，国际竞争力受到较大

影响，美国汽车对传统美国本土和欧洲市场的

影响力已不在，而日本韩国汽车的整车制造优

势以及中国、墨西哥等国家低廉劳动力成本带

来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优势，使美国有了惊人的

进口额。

因此中美两国汽车产业在市场份额层次上表现的竞争力

都不高，但原因不同。

3. 中美汽车产业利润层次的比较。由表4可知，美国汽车

产业销售收入远高于中国汽车产业的销售收入，美国长期作

为世界上汽车产量最多的国家，在产销规模上相对于中国占

有绝对优势。在1990 ~ 2007年中美两国汽车产业的销售收入

稳定增加，但在2008年美国汽车产业销售收入出现负增长，和

中国汽车产业的差距飞速减小。两国的利润总额曲线差异明

显，较中国而言，美国汽车产业的利润曲线更为大起大落，某

些年份全行业大幅度亏损，某些年份获得盈利，利润总额在盈

亏平衡点徘徊，整个行业多次亏损，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图4可以看出，从1990 ~ 2008年中国汽车行业的销售利

润率都为正，而美国汽车行业有多年销售利润率为负。如1990

~ 1992年、2001 ~ 2003年、2005 ~ 2008年。在1994 ~ 2000年，中

美两国的利润率接近并且交替高于对方，但在这之后中国汽

车产业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销售利润率为负值的美国汽车

产业。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3 683

10 383

16 963

26 204

26 479

31 073

33 291

37 643

39 179

44 496

50 863

60 767

84 967

116 344

130 490

144 406

197 413

279 952

333 794

202

631

1 254

1 676

1 387

1 222

1 074

1 103

827

1 522

1 972

2 925

5 341

7 954

8 222

6 149

10 546

17 936

20 841

198 127

182 224

220 815

257 297

306 857

323 821

329 238

346 468

350 067

444 326

395 543

491 510

548 589

555 994

574 503

594 314

594 483

600 942

504 866

-3 374

-5 399

-31 761

6 792

16 377

12 192

9 626

7 522

12 723

22 489

10 782

-8 895

-562

-3 574

9 106

-8 983

-19 198

-13 266

-27 183

中国汽车产业 美国汽车产业

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表 4 中美汽车产业销售收入和利润总额值 渊单位院百万美元冤

注院根据叶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曳尧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计算得出遥

图 3 中美汽车产业销售收入和利润比较（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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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特殊点来看，中国汽车产业的利润率在1998年达到最

小值，美国汽车产业的利润率在1999年达到最大值。从变动趋

势上看，中国汽车行业的销售利润率曲线相对美国要平缓，总

体上呈现出上升的态势，而美国汽车行业的销售利润率曲线

波动性要大得多，虽在1992 ~ 1994年利润率有一个很大的提

升，但是从总体趋势上来看呈现下降趋势。除了在1998 ~ 1999

年短暂高于中国外，其他时间都低于中国，且在近年来行业持

续亏损，销售利润率越来越低。

两国销售利润率的差别主要是因为中国正处在黄金的经

济周期且市场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保护，而美国汽车产业近年

来呈竞争力下降趋势。在这个层次上，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

争力大于美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考虑到人民币升值

因素和市场的不断开放和波动，中国汽车企业的利润率有可

能在未来出现下降。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分别从三个层次比较了中美两国汽车产业的实力，

总体而言，中国汽车产业的表现要优于美国汽车产业，这与以

前学者对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有着截然不同的结

果，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淤定义不同，本文给汽车产业做出

了大产业的定义，既包括民族企业也包括外资企业。于选取指

标不同，以前学者选取的指标多为生产效率、科技水平、销售

收入等，重视效率而忽视利润、成本等因素。而本文选择的指

标因考虑到工资率、出口进口、利润率等因素，使评价结果产

生了差别。

此外，中国汽车产业也只是暂时相对美国汽车产业而言

有一定优势，还不能证明中国汽车产业已经崛起。事实上，美

国汽车英雄迟暮，但是难以掩盖过去的辉煌；而中国汽车产业

发展潜力巨大，但考虑到核心技术趋势、产业升级路径不明等

原因，要想真正在世界范围内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本文对中国汽车产业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启示在于：

淤汽车产业竞争实质上是科技的较量，是技术创新的竞争,中

国汽车产业要通过不断加大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增强自身的

技术创新能力,为生产率的提升创造良好的条件。于从长期来

看，随着经济和人力资源的发展，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战略

难以长期持续，产业发展要以提高汽车产业的生产率为突破

口，而不是过分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来实现生产率层次的提升。

盂在扩大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出口的基础上，也要注意向

美日欧市场渗透，同时要灵活利用投资和贸易等方式加大中

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榆从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看，

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扩大国内外的需求。2009年4月出台的《汽

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在产业结构方

面，要鼓励汽车企业兼并重组利用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要大

力支持自主品牌的建设，改变合资汽车公司垄断市场的局面，

改善产业结构。在产业战略方面，要在新能源车上加大投入，

以混合动力、纯电动车、燃料电池等新能源车的开发作为战略

重点，对日本韩国等其他汽车大国进行超越，进一步提升产业

国际竞争力。

而对于美国汽车行业而言，金融海啸给该产业带来噩梦，

距离经济环境好转还有个漫长的过程。在恶劣的外部环境

下，美国汽车行业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努力走出困

境：淤利用汽车企业破产的机会，通过谈判减缓产业工人刚性

成本过高的问题，提高产业在生产率方面的国际竞争力。于改

变汽车产业的结构，大力整合上下游，果断放弃效率低下的渠

道，减少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对利润的侵蚀。盂转变产业战略，

重视新能源技术的开发，重视小排量和绿色汽车等资源消耗

不大的汽车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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