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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

宁波凭借吉利、上汽大众等整车企业
带动和汽车零部件产品齐全的先发优势，
汽车产业成为宁波市第一大产业，占浙江
省汽车产业的近半壁江山，是全国重要的
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生产、研发及出口基地。

中国汽车产业走了一条快速发展道
路，而宁波的汽车产业发展也紧随着国家
汽车工业的大节奏，自上世纪60年代起
步，大致共经历了四个阶段：萌芽期（上世
纪60年代—80年代）：宁波本土孕育诞生
了一批从事汽配行业的乡镇企业，逐步形
成了以汽车配件批量生产为主的产业形
态。产品以加工型为主，设备简单、产品
附加值低。起步期（上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中期）：宁波市政府开始积极引导，及
时出台相关政策，迎来了汽车制造业发展
的第一个高峰期。此时，宁波汽配产品品
种多样化，产品种类约占汽车配件总数的
60%，质量也提升新档次。与此同时，汽
车整车产业也起步发展，开始拥有数量不
多且规模较小的整车、改装车类生产企
业，例如宁波第二车辆厂于1983年创建，
为中汽公司客车生产定点厂和建设部中
国城市车辆总公司成员厂。快速发展期
（上世纪90年代后期—2010年）：随着中国
汽车产业的快速兴起，宁波大量新增企业
相继进入汽车制造业领域，吉利等一批大
型整车企业也开始落户宁波，逐步形成了
整车与汽车零部件制造完整的产业链体
系。汽车制造业更是成为宁波市委、市政
府“十一五”期间确定实施的“5+5”产业优
先发展战略中五个重点优势产业之一，后
被列入“十二五”期间“4+4+4”现代产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强
宁波汽车产业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

体系中四大优势产业之一。结构升级期
（2010年—至今）：伴随着汽车产业新能源
化、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趋势，宁波积极
调整发展格局，明确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
网联汽车为突破口，逐渐形成以新能源汽
车、智能网联汽车、汽车关键零部件为核
心的产业发展格局。同时通过资本市场
实现“走出去”，加紧海外版图扩张。在国
际、国内汽车产业体系中不断向产业链、
价值链更加高端位置进军。

近60年的快速发展，宁波汽车产业
实现了从单一汽配到零部件和整车齐头
并进高质量发展格局的巨大转变，从汽配
乡镇企业化到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历
史性跨越。

1.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综合实力实现
跨越式突破。宁波汽车产业从上世纪60
年代的仅几家乡镇企业萌芽，迅速起步发
展到1985年的325家企业（以修造、配件
为主，其中汽车制造企业 2 家），产值达
1.35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2.3%。进入
新世纪，宁波规上汽车制造业（包括整车
与汽车零部件）企业达到112家，产值更
是翻了24倍达到31.95亿元，占规上工业
总产值2.2%。2010年后全市规模以上整
车及零部件企业达到671家，产值猛增至
489.6亿元，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中占
比达4.5%。到2019年底，宁波汽车零部
件及整车产业集群企业已达到5000多
家，其中规上企业 714 家，产值达到
2675.1 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高达
15%，成为宁波市单体第一大产业。经过
40年的重点发展，宁波汽车产业主体总量
翻了14倍，产值复合增长高达25%，且在
每个阶段跨越后都实现了复合增长率远
超20%的快速发展。

2.重点企业迸发活力，整零协同的产
业格局形成。上世纪60年代初期，宁波
汽车产业主要集中于汽配件生产及汽车
修理，孕育出了市郊甬江公社压赛农机修
造厂、余姚鹿亭公社中村油封厂等乡镇企
业。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伴随
着1998年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在宁波
的落户，初步形成了涵盖整车及零部件制
造的汽车产业链体系。目前，宁波汽车产
业基本形成了整车与四大类零部件协同
的产业格局。其中，汽车零部件产业链逐
步完善，涵盖汽车动力、底盘、车身、电气
设备全部四大类，培育出均胜、华翔等一
批全球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筑牢宁波高

端汽配生产基地地位。在零部件产
业的带动和促进下，宁波市整车产
业也呈现出“后来居上”态势，全球
汽车企业前十强的吉利汽车、戴姆
勒全资子公司的Smart均将总部落
户宁波，积极谋划布局新能源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两大前沿。在“培起
来”和“引进来”的同时，加紧“走出
去”。从2007年华翔率先收购英国
劳伦斯起，先后有圣龙、韵升、均胜等
零部件龙头企业收购日本、德国等重
点企业，更有吉利汽车收购马来西亚
宝腾和莲花汽车。我市汽车产业以
整零协同和“走出去”，实现产业链

“系统性”、价值链的“世界性”。
3.块状经济持续升级，打造国

家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宁波汽车
产业实现快速跃升，很重要的原因是
得益于块状经济的发展和升级。起
步初期，汽配企业多集中于余姚、慈
溪、象山等乡镇，1985年余姚汽配件
产值（5260万元）占全市比重达56%，
尤以洪山乡为重点，被誉为“汽车配
件之乡”。到21世纪初，宁波汽车及
零部件产业的块状格局已基本形成，
例如橡胶制品汽车零部件企业主要
分布在北仑、宁海，电器类汽车零部
件企业主要分布在余姚。随着产品
块状分布的集群化、专业化发展趋势
的进一步增强，产业布局的集群效应
越来越明显。目前宁波汽车产业已
形成以宁波杭州湾、北仑为核心的
整车生产基地，以鄞州、宁海、象山、
余姚、慈溪等为核心的高端零部件
发展区块，整体形成了沿海、沿湾产
业集群发展格局。2019年，宁波汽
车产业集群以全国第一名成功入选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4.科研平台积极构建，走上自
主创新引领发展道路。宁波汽车产
业在起步阶段以三卡螺丝、气门嘴
等汽配产品的生产制造为主，产品
附加值较低。到上世纪90年代，基
本以为国内汽车厂商的OEM配套
制造为主，研发创新竞争能力逐步
提升。新世纪后，全球汽车产业竞
争加大，促进产业发展由制造企业

“扎堆”向注重创新要素“扎根”转
型。先后引进北航、国科大、浙大等
一批重量级科研院所相继落户，设
立了省内唯一的汽车专业学院——
宁波工程学院杭州湾汽车学院，建
成吉利、圣龙、拓普等一批国家级企
业技术中心以及帅特龙等一批省级
企业技术中心，培育中科院宁波材
料所、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宁波分
院、宁波清水湾智能技术研究院、宁
波市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等创新研
究机构。国家级汽车检测机构——
中汽中心检测认证事业部宁波汽车
检测中心宁波三大中心的落地、吉
利汽车（杭州湾）研发中心的正式启
动等进一步加速了汽车零部件产业
科技成果的转化效率。

宁波远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底盘合装流水线。

吉利汽车自动化生产线。


