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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

1．全球价值链的有关研究

关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对其

定义。 Yeats 认为全球价值链是指“生产过程的国际

化，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参与到特定商品的不同阶

段的生产。 这个过程经济意义重大，因为它得以使

各个不同阶段的生产由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地方

承担”。 [1]Kaplinsky 和 Morris 认为，全球价值链是指

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项行为，涉及从概念到产品的

完整的实现过程，包括产品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
生产和财务管理、品牌管理、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

等。 [2]UNIDO 把全球价值链界定为“为实现商品或服

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

性跨企业网络组织， 涉及从原材料采集和运输、半

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费和回收处

理的整个过程”。 [3]

Gereffi 把全球价值链分为两种类型： 采购商驱

动的全球价值链和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 采购

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所在的产业是典型的劳动密

集型（如纺织、服装、玩具、家具等），其增值部分不

是在生产阶段，而是在品牌和营销方面。 生产商驱

动由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形成本地生产供

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 其全球价值链在资本密集型

的产业中普遍存在（如汽车和飞机制造、计算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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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讯产业等），利润主要来自于规模、产量和技

术进步。
波特认为， 从理论本质上看产业升级就是当资

本（人力和物力）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源禀赋

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

比较优势。 [4]Gereffi 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

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经济领域的能力的过程。 [5]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升

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工艺流程升级；产品

升级；产业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当然，不同产业的

价值链环境下，各个产业部门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

级方式、途径都具有各自特点。
2．关于全球价值链下汽车产业的研究

在这全球范围内的重组过程中，各大跨国汽车

公司和他们的供应链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同时，在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下，跨国汽车公

司通过把生产环节分布到全球各个地区，加快了对

新兴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的整合，不同跨国公司主

导的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不同链条的竞

争。 从汽车的价值链来看，包括汽车的生产、采购、
销售以及售后服务等主要环节都日益走向全球化

经营。 目前，全球主要汽车制造企业为了适应各地

区不同的经营环境和市场需求，都纷纷打破了地域

界限，逐步实现了全球范围内产业链资源的最优配

置， 缩短了产品的研发周期和新产品的投放周期，
从而也使得自身的竞争力得到提高。

对汽车产业价值链综合分析的文章 并不是很

多。Humphrey and Memedovic（2003）论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汽车产业全球化进程对汽车产业价值链的

重构、 价值链在区域之间不断地进行整合等问题，
通过这些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嵌入全球

价值链有利于该产业的升级，从而提高汽车产业竞

争力。 [6]胡小莉通过全球价值链与汽车产业集群的

探讨，提出我国的汽车产业应该把握参与国际重组

的机会，以战略集群的方式加入全球价值链；周煜

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下合资模式的汽车产业升级；张

丽莉则通过对世界四大汽车跨国公司 （即通用、福

特、大众、丰田）的分析，总结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

对跨国公司内部结构、竞争力、生产成本等方面的

重要影响。
二、重庆市汽车产业价值链构成

汽车产业价值链的基本形态如图 1 所示：

图 1

1．重庆市汽车产业价值链的上游部分

（1）原材料供应

汽车原材料的生产和供应包括：钢铁等黑色金

属、铝镁等有色金属、玻璃、塑料、橡胶、皮革、布料

及其他材料的生产和供应。
重庆是一个综合性的老工业城市，钢铁、精细

化工、玻璃纤维、机械设备均是我国重要的生产基

地。 目前，重庆市内钢铁企业有重庆钢铁集团机械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重庆四钢钢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凹凸钢材有限公

司重庆钢铁公司、重庆永业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钢铁股份公司。 而分布在重庆周边地区的钢铁公

司主要有四川攀枝花的攀钢等。 在铝业制造方面，
重庆以铝合金和镁合金材料为主，拥有中国生产规

模最大、技术装备最先进的大型铝加工企业———西

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被国家发改委确立

为“镁合金精密成型及连续加工工艺高技术产业化

示范工程基地”的重庆镁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后

者已开发出镁合金汽车零部件系列产品，形成年产

镁合金挤压件 1 000 吨、 压铸件 150 万件的生产能

力，其中镁合金汽车零部件 30 万件/年。并且该企业

正在与福特公司的合作，建立完整的镁合金汽车零

部件的压铸、机加工、表面处理等工艺规范和生产

线。 另外，重庆滚齿机床产量列全国第一位，玻璃纤

维产量列全国第三位。
（2）研发能力及研发部门

研发能力是指产业创造新产品、新技术、新工

艺以及改善现有产品、工艺的技术能力。 研发能力

主要表现为研发机构是否完备、 研发人员的素质；
引进先进的技术的可能性，以及该地区产业发展潜

力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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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长安汽车工程学院是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旗下的汽车研发设计机构。 长安汽车集团除 2004
年在上海设立分院以外，还将对外开放和自主发展

结合起来，广泛开展国际技术合作。2003 年 9 月，其

第 一 个 海 外 技 术 分 中 心 在 意 大 利 都 灵 隆 重 挂 牌 ，
2006 年 7 月升级为长安汽车欧洲设计中心，在欧洲

的合作开发伙伴增加到 10 个。 至此，长安已经拥有

了 3 000 多人的技术开发队伍， 其中有 800 余名核

心研发人员。 长安集团在“十五”期间，以“以自我为

主、自主创新”为发展方针，累计投资 38.76 亿元用

于自主创新经费，年均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 4%，

新产品产值占销售收入的 60%以上。2006 年长安自

主新车申请专利 766 项， 其中得到国家授权的有

161 项。 目前自主研发的车型有 CM8（MPV）、宝威

（SUV）、奔奔、风尚（MPV）等。
2．重庆市汽车产业价值链的中游部分

（1）零部件产业

老工业基地雄厚的机械工业基础形成了重庆

以机械加工为主的特色汽车零部件产业群。 2006
年，重庆规模以上零部件生产企业 261 家，其中销

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有 42 家。 目前，在国内已经形

成了一些有着一定影响力的零部件生产企业。

名称 概况 科研能力

长 安 汽 车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汽 车 工 程
学院

职工总人数 1 534 人， 其中研

究员 级 高 工 65 人， 高 级 工 程
师 184 人，工程师 418 人

全国首批 140 家认定技术中心之一，2005 年排名汽车行业第二位。 基本建

立 以 CAD、CEA、CAM、PDM 技 术 和 INTERNET 网 络 技 术 为 核 心 的 数 字 化
虚拟样机开发系统。2005 年“镁合金在微型汽车中的应用”通过国家科技部
验收，申请专利 9 项，在国内处于先进水平

重 庆 工 学 院 重 庆

汽车学院

职工 120 人，其 中 教 授 29 人。
车 辆 工 程 学 科 被 列 为 原 中 国
兵 器 工 业 总 公 司 的 部 级 重 点
学科

设有汽车零部件及其检测技术重庆市重点实验室、重庆市车辆模拟与试验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市汽车动力系统及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重 庆 交 通 大 学 汽

车工程学院

具 有 高 级 技 术 职 称 人 员 32
人 ，教 授 14 人 （3 名 为 重 庆 市
学术带头人）

设有省部级工程中心“重庆市汽车摩托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车辆工程研

究所等 8 个科研机构和 1 000m2 的实验工程中心（汽车 CAD、CAM 中心、汽
车动态设计与仿真实验室、汽车电子技术实验室及汽车性能测试实验室）

表 1 重庆汽车产业研发机构

资料来源：《2006 中国汽车工业年鉴》

企业名称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行业排名

重庆西源凸轮轴有限公司 凸轮轴 根 800 000 第一名

重庆长江依之密活塞工业有限公司 活塞 万只 33 700 第一名

重庆江川机械厂 进排气歧管 只 390 606 第三名

重庆华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皮带轮 个 2 150 000 第二名

重庆光大产业有限公司 飞轮齿圈 只 65 000 第二名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变速器总成 台 400 811 第二名

重庆市重型汽车集团卡福汽车零部件有限责任公司
转向横直拉杆 件 325 700 第三名

手制动器总成 台 86 100 第二名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鼓式制动器总成 台 1 065 300 第二名

盘式制动器总成 台 700 000 第二名

制动鼓 只 862 300 第一名

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稳定杆 只 133 204 第三名

车轴 根 256 319 第二名

重庆渝江电器厂
发电机调节器 只 240 000 第二名

分电器 只 240 000 第一名

重庆大江渝强塑料有限公司
仪表板总成 只 296 982 第三名

保险杠 件 593 964 第二名

表 2 2004 年重庆零部件按产量居全国前三名情况表

资料来源：《2004 中国汽车工业年鉴》《重庆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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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长安汽车是我国最大的微型车 生产企

业。 长安集团拥有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

51%的长安铃木汽车 公司和控股 50%的长安福 特

公司等子公司。2004 年，产销量分别为 58.2 万、57.9
万辆， 首次进入国内第三位， 市场占有率超过了

11%，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长安 A 股成功增发，募集

资金 11 亿元， 为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

障。近来，又收购江铃汽车 41.03%的股份，成为其实

际控股人，欲借此举冲刺国内“三大”汽车集团。
3．重庆市汽车产业价值链的下游部分

（1）销售及售后服务

汽车销售和售后服务包括：汽车的销售、维修

和保养及二手车交易市场等。 目前我国汽车销售主

要存在两种渠道：一种是主流汽车集团发展的品牌

企业名称 主要产品

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SC7081、嘉 年 华 、雨 燕 、羚 羊 、蒙 迪 欧 、福 克 斯 、CM8、SC6372、SC6350、SL6700、
SL6400、全顺、SC1022、江铃 NHR、江铃 NKR

长安福特 蒙迪欧中轿 4000；嘉年华普轿 14535
重庆长安铃木有限公司 SC7081、雨燕、羚羊

庆龄汽车集团公司 F 系列重货及底盘、庆龄 NHR、NKR、TFR、QL6470
重庆铁马 XC1190、1260、1320 重货、XC2200 重、超重越野、XC3260、3320 重

重庆力帆 LF6592、LF3075
重庆红岩汽车 CQ1240、CQ4320、CQ4260、CQ4190、CQ1380
重庆正浩嘉陵 BQC5112DGKZ、BQC5113DGKZ、BQC5114DGKZ
嘉陵公司渝州厂 YZ1020、YZ 1021
江铃汽车集团 江铃陆风、五十铃 NHR、NKR、皮卡

重庆宇通客车有限公司
ZK6115D、ZK6120WD、ZK6115WDA、ZK6109、CKZ6991EB、CKZ6893TA、
CKZ6560CV

重庆川江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CJQ6120、CJQ3160、CJQ3162、CJQ3070、CJQ3100 、CJQ3120 、CJQ6190、CJQ 6820、
CJQ6760

重庆重型汽车集团专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CQZ3251YS、CQ3250、CQ3252

虽然重庆市汽车产业零部件市场发展迅猛，但

是总的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 据重庆市经委汽车处

负责人说，2004 年重庆汽车产业规模以上的零部件

企业能通过国际汽车产品质量认证的企业不到十

家，其数量仅为重庆汽车零部件企业的 3%，并且九

成以上的重庆汽车配套企业与国际汽车质量认证

标准还难以对接。 这意味着重庆的绝大多数汽车零

部件企业无缘进入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等汽车巨

头的采购系统之内。 而且由于这些零部件生产企业

的发展历史短，技术开发能力弱，为集群内大型企

业配套的企业少，从而难以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程

度较高的汽车产业集群。 目前，重庆市的主要整车

企业有很大部分零部件还是需要在外地采购。 例如

长 安 公 司 的 配 套 企 业 中 ， 本 地 企 业 只 占 总 数 的

47%，其配套产品价值量只占 47%；长安福特在 重

庆市内配套企业占 35%， 其配套产品价值量约占

51% ； 重 汽 集 团 本 地 企 业 配 套 产 品 价 值 量 只 占

23%。 另外，从长安福特了解到，目前嘉年华的配套

企业重庆只占了 40%左右，虽然蒙迪欧也有部分零

部件由重庆企业提供，但发动机、变速器等主要零

部件必须从国外进口。
（2）整车组装制造业

重庆汽车整车产业“重、轻、微、轿”门类齐全、
产品系列宽，已形成了微型汽车、经济型轿车、中高

档轿车、SUV 型商用越野车及轻、中、重型货车和专

用汽车等多品种发展格局的汽车整车产业群。
至 2006 年底， 重庆市国家公告内汽车生产企

业有 24 家，其中整车类生产企业（有底盘生产权）
10 家（长安、庆铃、重汽、铁马集团等），生产轿车、微

型车、轻型载货车及重型载货车等产品；专用型生

产企业 14 家（宇通、安凯、力帆、迪马、金冠、川江、
大江、凯瑞等），生产客车、自卸车、汽车起重机、高

空作业车和防弹运钞车等，现有 127 万辆汽车生产

能力。

表 3 2006 年重庆汽车制造企业一览表

资料来源：《2007 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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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店，另一种是有形汽车交易市场，特别是大型

有形市场。 其中，有形汽车交易市场可以引入各管

理部门、银行、保险公司、消协等为顾客提供现场一

站式服务。 而国际上汽车营销有着新模式。 如以单

一品牌为主的三位一体专卖店、代理多家品牌汽车

商店和在快速路两侧，形成专卖店集群，聚集了几

十家品牌专卖店———汽车大道。
重庆的汽车销售还是主要采用国内的两种方

式中品牌专卖店的方式，并且也在积极建设大型的

汽车交易市场。 如北部新区的汽车城、巴南区汽车

城等。 另外，重庆的二手车交易市场主要分布在重

庆汽博中心二手车交易市场、重庆南坪旧机动车交

易市场、重庆市旧车交易市场（南岸南坪）、重庆市

旧机动车交易市场、渝西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马家

岩旧车市场。
（2）金融服务

汽车金融是为汽车销售领域和消费市场提供

融资、租赁、保险等业务。 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是汽车

制造厂成立金融公司，联合经销商，为客户提供汽

车销售及售后的一条龙服务。 而在我国汽车消费信

贷主要由各大商业银行提供，汽车集团财务公司所

占的比例很小。 国内目前有七家企业集团成立的财

务公司从事汽车金融服务。 但由于企业集团本身规

模，财务公司授信规模受到的限制，其专业化优势

很难发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空间。
同样，重庆在其汽车工业的发展过程中，汽车

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也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金融服

务的提供者主要是商业银行。 如 2007 年长安公司

与中国农业银行签订的《汽车金融服务网络协议》，

中国农业银行对长安公司授予一定的综合授信额

度，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长安公司在汽车领域的需

要，双方也实现了共赢。

三、重庆汽车产业升级的目标和途径

1．重庆市汽车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定位

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汽车产业发展状况相同，

重庆市汽车产业主要参与了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

中的生产环节。 而对于全球价值链的研发、采购、服

务等环节还没有能够全面参与。
作为美国福特公司和日本铃木公司 在中国的

合作伙伴，重庆市汽车产业的发展与壮大不仅直接

关系到重庆市汽车产业的前途，而且对于我国汽车

产业价值链的融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然，参与

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环节，仅仅是参与国际分工的第

一步， 并不意味着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一

环。 地方产业能够嵌入全球价值链，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地方产业在整个价值链中的某个环节或区

域地理位置或产业背景具有竞争优势，使得全球价

值链中核心企业愿意与之进行耦合或相互嵌入。
2．重庆市汽车产业升级路径选择

（1）过程升级

过程升级主要表现在管理技术水平的提升。 汽

车企业管理技术水平主要表现在企业的总资产贡

献率、流动资产周转率、成本费用利润率、资本利润

变化率、产品销售率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等。

表 4 2006 重庆汽车制造企业与国内

其他汽车制造企业管理技术水平比较

资料来源：2007 年各地区统计年鉴计算所得

可以看出，重庆汽车产业的资产贡献率较上海

和广东有较大的差距，这说明重庆汽车产业各企业

的盈利能力还有待提高。 重庆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较

低， 这说明重庆汽车产业的单位成本费用较高，因

此应着力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包括使用先进

的技术、更新陈旧的制造设备，以及降低原材料和

重庆 上海 吉林 武汉 广东

总资产

贡献率 ／% 11.23 14.46 10.61 11.32 21.42

资产负债率 ／% 58.06 50.08 60.20 70.33 59.42
流动资产

周转率 ／ 次
2.09 4.38 2.24 1.91 2.42

成本费用

利润率 ／% 4.61 8.49 3.47 4.80 9.34

产品销售率 ／% 98.37 98.40 93.17 99.42 98.83
全员劳动

生产率 ／ 元筑人年
90 250 234 600 211 299 222 205 209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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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营运成本等。 另外，重庆的全员劳动生产

率与其他地区差别较大。 这说明重庆单位从业人员

创造工业产值水平较低，汽车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有

待提高。

（2）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主要表现为： 产品销售率的提高，自

有品牌产品的销售率的改善等。 据相关资料显示，
我国汽车产业的主要产品未来的需求表现为：

根据国内汽车未来需求，立足于本地区汽车产

业发展现状，重庆市汽车产业的产品升级路径主要

表现为：一是在保持和巩固微型汽车在全国产销第

一和轻型车在全国技术领先两个优势的基础上，进

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强化微车和轻型车的品牌和

技术优势；二是壮大轿车和重型汽车两个国内市场

增长潜力大、份额相对较高的重点产品，轿车尽快

形成规模化多品种的生产经营格局，重型车提高产

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提高市场占有率；[8]三是设立有

效的市场反馈部门，加强与供应商或消费者在新产

品推出过程中的合作。
（3）功能升级

功能升级的主要表现为：承担产业链中的关键功

能，获取更高利润率和市场占有率；建立优势品牌

等。 功能升级是建立在过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基础

之上的， 其升级首先要形成完备的汽车产业链，建

立汽车产业集群。 结合国际汽车产业集群形成的历

史经验来看，汽车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

包括： 一是具备良好的机械制造业和相关产业基

础；二是存在较大的汽车需求市场；三是具备一批

充满竞争力的企业。 其次是建立起具有核心竞争能

力的汽车技术研究开发体系和技术创新产品族，提

升自有品牌价值，参与国内外竞争。
（4）小结

以长安集团为核心整合汽车相关产业，完善汽

车产业链条， 尤其是汽车零部件整车企业配套体

系；强化汽车整车制造核心环节，提高研发力量，整

体提高重庆汽车制造业服务业水平是适合重庆汽

车产业发展完成重庆汽车产业升级的可行性道路。
完成这一目标并不是单个企业的任务，而是一个城

市的工程，这需要政府、企业、高校以及各研究机构

的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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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我国汽车产品未来的需求预测

产品 未来需求预测

轿车
轿车将成为汽车需求增长的主力。 中高档轿车将保持较稳定的需求，但市场占有率将有一定的下降；普通

轿车将成为市场主导产品，品种将趋向多样化、个性化、市场占有率将逐年提高。

载货汽车
重型汽车需求将会有显著增长，中型载货汽车的总需求量将有所萎缩。 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轻微型

货车将有较大市场需求。

客车
高等级公路的快速建设为公路客车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 大中型客车仍是中长途客运的主力车型，需求将

快速增长；中高档旅游客车，大中型城市客车需求将稳步增长。

专用车
随着经济建设的加快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专用车的增长潜力日渐显现。 目前发达国家专用汽车占载货

汽车的比重为 70%~80%，我国现在这一比重尚不足 30%，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资料来源：重庆市汽车工业“十一五”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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